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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史記》倉公列傳（淳于意）所載「診籍」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案 
西漢時期成書的《神農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藥物化學專著 
孫思邈創制五禽戲 
相傳《大醫精誠》醫德的論述，即由扁鵲所傳述 

2 有關宋代醫學教育的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北宋儒醫仿效孔子辦理醫學教育，造成民間辦學與校正醫書之風氣大盛 
教育機構每年春季招收學生，設方脈科、針科、瘍科三大專業 
各本科學生皆必須學習《素問》、《難經》、《諸病源候論》等書，並同時兼通其他相關學科 
南宋醫學考試分為六項，分別為墨義、脈義、大義、論方、假令、運氣 

3 有關醫學著作的獨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婦人大全良方》是迄今現存最早的中醫婦產科專書 
《仙授理傷續斷秘方》是迄今現存最早的中醫傷科專書 
《脈經》與《針灸甲乙經》都曾被流傳至中國以外的國家 
《新修本草》是第一部國家頒布的藥典 

4 有關金元時期重要的方藥學著作與作者之配對，下列何者錯誤？ 
《世醫得效方》－危亦林 《宣明論方》－劉完素 
《珍珠囊》－張元素  《局方發揮》－李東垣 

5 有關金元時期醫家之個人特色，下列何者錯誤？ 
危亦林出身醫學世家，醫術全面，但以骨傷科最具成就 
滑壽針藥技術俱優，善詩文，對《素問》、《難經》研究甚深 
羅天益的學術思想遙承河間，並授受於東垣，重視臟腑辨證 
竇漢卿為針灸名家，著有《標幽賦》 

6 有關明清時期的醫學教育與分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明朝太醫院同時肩負醫療與培育專業人員的雙重任務 
清代的醫學教育，大體上沿襲宋明以來的制度，但趨向衰弱，不復歷代興盛 
鴉片戰爭以前，清朝宮廷醫學教育分為內教習與外教習兩種，學生來源不同 
從明朝到清朝，醫學分科雖然有增加的趨勢，然自道光二年之後，針灸一科奉旨永久廢止 

7 關於金水相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通過治肺以達到補脾之目的 
處理腎陰虛不能上滋於肺，而致肺腎陰虛的問題 
屬於心腎兩臟同治 
可處理肺腎陽虛的問題 

8 一旦人體內部陰陽二氣的相互交感受到干擾而失常時，就可能導致疾病症狀的發生，下列相關敘述

何者錯誤？ 
陰陽之氣不相順接，便為痺 濁陰滯於上而不降，則胸膈脹滿 
陽衰於下而不能升，則為飱泄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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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符合陰陽理論中的那一個作用？ 
對立制約 互根互用 消長平衡 相互轉化 

10 依據《黃帝內經》，下列何者不是造成「半百而衰」的原因？ 
持滿 不時御神 以欲竭其精 以耗散其真 

11 有關以《難經》診脈法辨別人身陰陽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故曰陰陽也 
心肺俱浮，其分辨法乃「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澀者，肺也」 
腎肝俱沉，其分辨法乃「牢而長者，肝也；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 
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浮；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沉 

12 依《靈樞‧海論》，關於四海其輸及虛實證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胃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 
膻中者為氣之海，其輸上在於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 
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悗息，面赤 
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13 下列關於「肝血虛證」之病機表現，何者不易出現？ 
筋脈失於濡養 易導致肝火上炎 易化燥生風 常見目花、乾澀 

14 「血為氣之母」的具體含義為何？ 
氣行血乃流 氣能生血 氣附著於血 氣為血帥 

15 氣機失調常見的形式中，下列何者與氣的升降失調有關？ 
氣虛、氣脫 氣閉、氣滯 氣逆、氣陷 氣虛、氣閉 

16 五臟氣與七竅的配合，下列何者正確？ 
心氣與口 腎氣與目 肝氣與耳 肺氣與鼻 

17 下列何者是「調節控制腠理的開合，汗液的排泄」主要關鍵？ 
營血 衛氣 津液 元氣 

18 依據《景岳全書》，下列何者為胃之關？ 
肝 心 脾 腎 

19 關於命門的陳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內經》有「命門者，目也」的說法 
《難經》有命門即右腎的說法 
《內經》所言「七節之旁有小心」為命門的位置 
《難經經釋》認為命門為任脈之根柢 

20 張先生在日月潭夜釣，因疲勞而睡著，夜半被寺廟鐘聲驚醒，頓感孤獨茫然、寒冷，其體內氣的變

化機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氣耗 氣收 氣亂 氣泄 

21 飽食大餐後，許多人容易覺得昏昏欲睡、疲倦非常。根據中醫臟象學說，其中醫機轉何者最正確？ 
胃不降濁 脾不升清 肺不降氣 腎不納氣 

22 依據《靈樞‧五味》，「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其中何味「多食之，令人變嘔」？ 
酸 苦 辛 鹹 

23 《靈樞‧決氣》中關於六氣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六氣指六經之氣，為仲景提出傷寒六經理論之所本 
血脈津液屬陰，不屬六氣範疇 
六氣即六淫，為由環境外來之六種邪氣 
六氣以五榖與胃為大海 

24 關於「上焦」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上焦出於胃口上，並咽以下 貫膈而布胸中，走腋 
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 上至舌，下足太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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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設計師王先生愛錢如命，經常欺騙客戶，巧取豪奪，強取暴利，結果官司敗訴判刑定讞，且須賠償

客戶巨額金錢，一氣之下，暈倒在地，西醫診斷為出血性腦中風。依據臟象與氣血津液學說，本案

例患者最符合《內經》中敘述的那一種病？ 
大厥 煎厥 熱厥 衝厥 

26 承上題，依據《黃帝內經》，導致設計師王先生暈倒的氣血變化機轉，下列何者最正確？ 
陽氣煩張而致精絕 血菀於下致形氣絕 陰陽氣並衰於上 血與氣並走於上 

27 《內經‧上古天真論》提到隨著人體老化而逐漸出現面焦、髮墮、鬢白的症狀，主要是與下列那條

經絡的氣血衰弱最相關？ 
足太陽膀胱經 足厥陰肝經 足少陽膽經 足陽明胃經 

28 依據《素問‧繆刺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

形無知也 
邪客於五臟之間，其病也，脈引而痛，時來時止 
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 
凡刺之數，無視其經脈，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 

29 依據《靈樞‧經脈》，關於十五別絡循行下列何者正確？ 
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於心中，散舌本，屬目系 
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其別者，入耳，合於宗脈 
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少陰，下絡足跗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脾胃 

30 關於氣的固攝作用，下列何者最正確？ 
肝氣虛則不能收攝，是以血無所主，因而脫陷妄行 
人以營氣固其表，營氣不固則表虛自汗，而津液為之發泄也 
氣不攝津，導致大便失禁、溏瀉等症 
氣不攝精引起遺精、早泄、滑精 

31 依《素問‧靈蘭秘典論》，關於「十二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臣使之官」，喜樂出焉 
「中正之官」，決斷出焉 「傳道之官」，化物出焉 

32 依據《靈樞‧經脈》，下列何經脈之別絡發生病變時，屬實的會發生厥逆，屬虛的就會難以行走，

坐不能起？ 
足陽明之別 督脈之別 足少陽之別 足太陽之別 

33 臨床切診時多以手太陰肺經寸口脈為主。如果遇到於手的陽面才能摸到脈動的「反關脈」，應該與

下列那條經絡最有關？ 
手太陽小腸經 手陽明大腸經 手少陰心經 手少陽三焦經 

34 依據《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 
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 
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 
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臟 

35 臨床上眼睛的問題要配合循行經過的經脈來處理，下列各部位與經脈的連繫何者正確？ 
目內眦－手少陰心經  目外眦－足太陽膀胱經 
目內眦－手少陽三焦經 目外眦－足少陽膽經 

36 依據《靈樞‧經脈》的敘述，足少陽膽經有問題時會出現下列那些臨床表現？ 
耳聾耳閉，咽喉腫痛，說話或吞嚥困難 
頸後側好像被拔伸似的不舒服，脊椎疼痛，腰好像是要被折斷一樣，膝蓋窩有緊繃感 
口苦，喜歡嘆息深呼吸，肋骨下緣或胸部側面疼痛不能轉動，足外反熱 
腰痛不能俯仰，男性出現少腹部緊繃疼痛牽連至睪丸處，女性出現少腹部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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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據《靈樞‧繆刺論》，「令人鼽衂上齒寒」是邪客於何處？ 
手陽明之經 足少陰之經 足陽明之經 足太陰之經 

38 初生嬰兒的囟門如果過早或過遲閉合，會造成生長發育之異常。從部位來看，這個病症應與下列那

條經絡最相關？ 
手太陰肺經 足太陽膀胱經 手陽明大腸經 足太陰脾經 

39 高先生近來精神上常覺悵恨失志，身體上亦會發生緩慢無力而不能自己收持的感覺，依《難經‧二

十九難》，下列何奇經發生問題？ 
陰陽維脈 陰陽蹻脈 任脈 督脈 

40 依據《靈樞‧脈度》，下列有關蹻脈的敘述何者正確？ 
上循胸裡入缺盆 屬目外眥 太陰之別 起於然骨之前 

41 下列有關十二經別的敘述何者正確？ 
十二經別在其分出處各有一經穴 足三陽經別與心有聯繫 
十二經別於肘膝以下分出，走向表裡經 十二經別主要溝通表裡兩經在四肢部分的聯繫 

42 若一患者之主訴為膝臏腫痛，且循膺乳、氣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臨床上應考慮為

何經脈之病候？ 
膀胱足太陽之脈 膽足少陽之脈 胃足陽明之脈 腎足少陰之脈 

43 依據《靈樞‧經脈》，關於小腸經循行與相關病候下列何者正確？ 
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肱骨下廉，出肘外側兩筋之間 
其支者，從心中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卻入耳中 
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 
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44 依據《靈樞‧經筋》，關於經筋病候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寒則反折筋急  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 
陽急則反折  陰急則足不伸 

45 《靈樞‧衛氣》中談到了十二經之標本部位，下列關於六陽經的標本內容，何者正確？ 
足陽明之本在厲兌  手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 
足陽明之標在窗籠之前 足太陽之標在命門之上一寸 

46 十二經脈的標本根結理論在臨床實踐具有重要意義。依據《靈樞‧根結》的內容，下列何者正確？ 
太陽根於至陰，結於鉗耳 太陰根於隱白，結於太倉 
少陽根於竅陰，結於命門 厥陰根於大敦，結於廉泉 

47 依據《素問‧骨空論》，下列有關任脈的循行及其功能特點敘述何者正確？ 
此生病，從少腹衝心而痛 起於氣街 
交顛上，入絡腦  上頤循面入目 

48 依據《素問‧舉痛論》，關於「勞則氣耗」致病病機之論述，下列何者最正確？ 
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 腠理閉，氣不行 
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 喘息汗出，外內皆越 

49 60 歲老伯伯，常被政府徵召勞務，有一天突然發狂，自覺口鼻有蟲爬行，雙手抓搔不停，兩脈皆洪

大。最可能的病機為何？ 
火乘太陽 火乘肺 火乘肝 火乘陽明 

50 70 歲老先生晨起出外運動，突然左手指麻，接著前臂、上臂、頭面發麻，休息後症狀未減，醫師診

得脈左細澀、右弦，舌紅少苔，其最可能的病因為下列何者？ 
風寒 風燥 風濕 寒濕 

51 《素問‧金匱真言論》關於疾病好發季節之論述，下列何者正確？ 
春善病胸脅 仲夏善病鼽衄 秋善病風瘧 冬善病洞泄寒中 

52 六淫中的濕為陰邪，其主要性質為何？ 
濕性重濁 濕性收引 濕性開泄 濕性易耗傷陰血 

53 關於風邪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風為陽邪 風善行而數變 風為百病之長 風性黏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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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關於「悲則氣消」之病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 
腠理閉，氣不行 
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 
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 

55 關於「癰腫」的形成，主要是因為體內何物質運送產生障礙，又其病位為何？ 
津；皮毛 液；腠理 營；肉理 精；肓膜 

56 因崩漏過多，筋脈失養，而致虛風內動，手足拘攣，為下列何種病機？ 
肝陽化風 陰虛風動 血虛生風 熱極生風 

57 下列症狀有幾項，一般認為是屬於「邪氣盛則實」的臨床表現？①二便不通 ②聲高氣粗 ③神思

恍惚 ④狂躁 ⑤自汗盜汗 ⑥脈實有力 ⑦心悸氣短 
6  5  4  3  

58 《素問‧生氣通天論》中有關陽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陽氣行於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外者也 
陽氣為寒邪所遏，不能照常運動，有如戶樞被固定，開關不得 
濕熱之邪不退，熱傷血不能養筋，故大筋為之拘攣 
陽氣為風邪所遏，頭重如裹 

59 依《素問‧湯液醪醴論》，形體弊敗、血氣枯竭，治療效果不彰之原因為何？ 
神不使也 此病之形能也 地勢使然也 盛虛之變，此其常也 

60 依據《素問‧熱論》對傷寒之治則與分類，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 其滿三日者，可吐而已 
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暑 病傷寒而成溫者，後夏至日者，為病溫 

61 依據《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關於發病規律之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風勝則痛 熱勝則腫 燥勝則乾 濕勝則濡瀉 

62 劉太太產後 1 週出現大便秘結，形如羊屎，解便時肛痛甚，診其脈得細澀，其最可能為下列何種病

因所致？ 
風 燥 寒 火 

63 依《靈樞‧百病始生》虛邪中人，傳舍於經脈之後，接下來繼續往裏傳變，病位為①伏衝之脈②腸

胃③募原之間④輸，其由淺入深之順序為何？ 
①②③④ ②①④③ ③①②④ ④①②③ 

64 下列何種狀況「按」之無助於緩解疼痛，且疼痛不加劇？ 
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炅氣相薄 寒氣稽留炅氣從上 
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 寒氣客於俠脊之脈 

65 依《靈樞‧邪客》記載：「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的回答是肝有邪，其氣留於何處？ 
兩肘 兩腋 兩髀 兩膕 

66 吳女士主訴咳嗽已 5 年，常伴隨胸悶痛、心悸、喉梗阻感，關於其病名、病因、病機之敘述，下列

何者最正確？ 
曾受到驚嚇，心無所倚，氣亂而咳 咳久將邪傳小腸，小腸受之，咳而遺尿 
心下有支飲，引發咳嗽 心痹與心咳皆可為其病名 

67 風者，善行而數變，風之傷人也，其病各異，若身體受風邪侵犯後，轉為寒化，而非化熱，則最可

能出現下列何種症狀？ 
納差 肌肉消瘦 目黃 皮膚疔瘡 

68 依《靈樞‧玉版》所載癰疽之治療預後，因治療不當造成的逆證表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傷者，若出現其白眼青，黑眼小，非危急表現 
服藥而嘔者，非逆證，只是脾胃受損，音嘶色脫，代表有外邪影響衛氣運行 
腹痛渴甚與肩項中不便，皆是逆證 
腹脹、身熱、脈大、腹鳴而滿，四肢清泄、衄而不止皆非逆證 



代號：1101 
頁次：6－6  

69 5 歲小兒外感發熱，咽喉痛，母親給予冰淇淋以緩解咽喉痛，隔日咳嗽嚴重，因寒飲循下列那條經絡

影響肺氣宣發肅降？ 
手太陰經 手太陽經 足太陰經 足太陽經 

70 在《靈樞‧水脹》中，有關「石瘕」之敘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寒氣客於胞宮，月經週期紊亂，惡血不以時瀉，日以益大而成石瘕 
其生於腹內，時間久了，會像懷孕那麼大，但月經週期不會受影響 
寒氣客於胞脈，胞脈不通，月月行經但痛而拒按，日以益大而成石瘕 
其生於腹內，時間久了，按之柔軟，推之則移 

71 依《素問‧瘧論》，病患於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

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關於病機分析與影響臟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此病患診斷為癉瘧 
此病患為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 
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 
臨床表現不會出現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而先寒而後熱 

72 在《靈樞‧水脹》有關「腸覃」之敘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寒氣客於腸內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惡氣乃起，瘜肉乃生 
其生於腹內，時間久了，按之堅硬，推之不可移 
其生於腹內，時間久了，月經週期會受影響 
其生於腹內，剛開始如雞卵大，時間久了，有可能像懷孕這麼大 

73 依《素問‧瘧論》所載痎瘧皆生於風，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

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這些症狀產生的機轉，下列何者正確？ 
寒慄鼓頷產生的機轉為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少陽虛，則發作 
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 
陽盛則外熱，濕熱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與欲冷飲也 
皆得之夏傷於暑，陰虛盛，藏於皮膚與腸胃之內 

74 患者腹痛，大便堅乾難解，依據《素問‧舉痛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同時有口渴之症狀 
寒氣客於腸胃之間，按之則血氣散，按之痛止 
為濕熱困脾所致 
若寒氣愈盛，則疼痛不休 

75 下列有關《難經》中癲狂的病因症狀與脈象之敘述，何者正確？ 
狂疾始發，少臥而不飢 狂疾始發，其脈三部陰陽俱盛 
癲疾始發，自高賢，意不樂 癲疾始發，自辨智，自貴倨 

76 國三女學生，放暑假時感染腸病毒，反覆發燒咳嗽住院打抗生素 2 週，出院後易外感，四肢無力，

咽中梗塞感，易嘔涎沫，有關其可能之診斷病機敘述，下列何者較正確？ 
為痹在於肺 為痹在於脾 為痹在於胃 為痹在於腸 

77 在《素問‧厥論》中，有關六經之厥的症狀論述，下列何者較為正確？ 
少陽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好臥屈膝 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 
陽明之厥，則心腹引痛，發腸癰 太陰之厥，則腹滿不得臥，虛滿嘔變 

78 依《素問‧評熱病論》，關於腎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虛不當刺而刺，會產生後遺症 腎風誤治後，會產生勞風的後遺症 
水氣在肺者，不使目下腫也 出現小便黃的症狀，常因為膽癉所產生的結果 

79 關於「漏泄」之病因、病機及其症狀表現，下列何者正確？ 
寒飲食入胃，其氣未定而汗出 汗循衛氣之道而出 
此因外傷於寒所致  此因衛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所致 

80 有關水氣病的治療原則和方法，下列何者最正確？ 
水氣病為氣鬱所致，治療時以疏肝理氣為主 「去宛陳莝」為《內經》中水氣病之治則之一 
發汗與瀉下可同時使用 「潔淨府」指的是平調六淫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