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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3 年於湖北省江陵縣出土之張家山漢簡醫書《脈書》，其中所記載之人體經脈缺乏下列那一經脈？

耳脈 齒脈 臂鉅陰之脈 臂厥陰之脈

2 依漢代班固著之《漢書‧藝文志‧方技略》所稱「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

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者，是指當代何種類之醫學書籍？

醫經 經方 房中 神僊

3 有關「本草食治」文本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中載有〈食治篇〉

唐‧孟詵編成《補養方》

宋‧張鼎著有《食療本草》

朝鮮醫書《醫方類聚》中有煮粥、浸酒的藥方

4 有關北宋醫家王惟一在醫學上的貢獻，下列何者錯誤？

監製針灸銅人 撰寫成《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

校正《黃帝八十一難經》 考定《小品方》

5 下列那位醫家著作《珍珠囊》，將中藥帶入「歸經」與「引經」的概念？

劉完素 張元素 張從正 王好古

6 有關金元時期醫家與其著作之配對，下列何者錯誤？

王好古－《湯液本草》 李杲－《蘭室秘藏》

朱震亨－《局方發揮》 張元素－《儒門事親》

7 有關明代醫家張介賓的相關資料，下列何者錯誤？

早期受朱丹溪影響，認為「陽有餘陰不足」，後受《內經》理論啟發，轉為鼓吹「陽非有餘，陰

常不足」

認為命門為水火之宅，主張補益真陰元陽

善用當歸，以此聞名；認為該藥味厚氣薄，專主補益陰血

對《內經》頗有研究，同時精通《易經》理論，將易學與醫學結合，主張「醫易同源」

8 依《素問‧上古天真論》對於牙齒之相關生理變化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五八肝氣衰，筋不能動，髮墮齒槁 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

五八陽明脈衰於上，髮墮齒槁 五八三陽脈衰於上，腎臟衰，髮墮齒槁

9 一名小六學生，夏天爬山時大汗淋瀝，下山時又淋到雨，回家後開始頭重痛，四肢倦怠。依《素問‧

生氣通天論》，其最有可能的病機為何？

因於暑，體若燔炭，汗出而拘 因於暑，汗出當風濕，使人煎厥

因於濕，汗出當風，使人薄厥 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

10 依《素問‧生氣通天論》，有關病因病機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 因於熱，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營氣不從，逆於皮表，乃生癰腫 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為少陰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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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內經》，有關季節性好發之疾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夏傷於暑，秋必洞泄 西風生於秋，病生肺，俞在腰

仲夏善病胸脅 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肩背

12 依《素問‧陰陽別論》，有關陰陽偏勝之生理病理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陰加於陽謂之汗 陰虛陽搏謂之有子 陰搏陽別謂之崩 陰陽虛腸澼死

13 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關藥物氣味之陰陽屬性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附子性味辛、甘、熱。氣厚而通利，為陰中之陽

麻黃性味辛、微苦、溫。氣薄而發泄，為陽中之陰

大黃性味苦，寒。味厚而發泄，為陰中之陽

澤瀉性味甘、淡、寒。味薄而通，為陽中之陰

14 以五行學說說明五臟的相互影響和病機傳變，下列何者錯誤？

相生關係的傳變，例如在肝臟有病時，其傳變過程是由肝傳心，再由心依次傳至脾、肺、腎

母病及子，例如肝有病，影響及脾

母病及子，可由母臟的虧虛而導致子臟的不足

母病及子，可由母臟的邪實而影響子臟

15 有關《素問‧陰陽離合論》所言三陰三陽之離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

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

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根起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

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樞，少陽為闔

16 依《難經》，下列何者是人體元氣達於五臟六腑、通行升降出入的通道？

肺 腎 肝 三焦

17 12 歲國小學生，近日空氣品質不佳時，仍長時間在外活動而誘發咳嗽。此情況是肺的那一個功能失

調所致？

肺主制節 肺通調水道 肺朝百脈 肺主肅降

18 依《素問‧靈蘭秘典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小腸者，受盛之官，清濁出焉

19 10 歲男生，自 2 年前開始常會反覆嘴唇乾燥，且有口角炎發作。依據《素問‧金匱真言論》內容，

其症狀與下列那一個臟腑最相關？

肝 心 脾 腎

20 陳同學喜歡下圍棋，常會陷入思考，但決定後會勇於下子。依《難經》五臟藏七神理論，上述「但

決定後會勇於下子」是指七神之中的那一個？

魄 神 意 魂

21 下列有關元氣的敘述，何者錯誤？

以腎所藏的精氣為本 稟受於父母的先天之精

經腎中精氣與水穀精氣所化生培育 又名宗氣，其義與《難經》的原氣相同

22 有關血的功能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血海是帶脈，功能是調節十二經氣血

《素問‧五臟生成論》：「諸血者，皆屬於肝」

血是精神功能的主要物質基礎

是由營和衛氣所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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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關「宗氣」的生理功能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宗氣，是積於腹中之氣

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肺脈而行呼吸

宗氣留於海，其上者，走於息道

從自然界吸入的清氣和呼出的濁氣，相互結合而成

24 有關參與調節津液輸布的臟腑功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肺主宣發肅降，通調水道 肝主疏泄，調暢氣機

腎蒸騰氣化，閉藏精氣 心主轉輸，灌溉四旁

25 依據中醫基本理論，有關人體中氣與血的關係，下列何者錯誤？

保持著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的關係 血為陰，是物質基礎；氣為陽，是動力

氣行血亦行，氣滯血亦滯 《血證論》有「氣為血之母」的敘述

26 下列諸氣的運行路線，何者為「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

宗氣 營氣 衛氣 元氣

27 依《靈樞‧海論》中「四海之順逆」的內容，「輕勁多力，自過其度」是何者有餘的表現？

氣海 血海 髓海 水穀之海

28 關於津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性質較稠厚，流動性較小者為津 氣以津液為載體而運行全身

溫分肉，充皮膚，為其液 津和液皆來源於宗氣

29 下列何者不是「脾統血」的生理意義？

控制血液在脈管中運行，不致溢出脈外 脾的統血功能，是靠脾氣的固攝作用

「脾統血」便是「脾裹血」的意思 脾負責血液運行的動力

30 依《靈樞‧癰疽》，有關「癰」之病機病證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營衛不暢 大熱不止 骨髓不枯 肌膚下陷

31 根據中醫臟象學說，下列關於奇恆之腑的敘述，何者正確？

腦、脊髓、神經、卵巢，都是奇恆之腑的一種

奇恆，是指該器官具有奇特而恆久的功能

奇恆，是指該器官功能異常於一般的臟腑

三焦的結構與功能奇特，因此被歸類於奇恆之腑

32 依《靈樞‧經脈》，有關胃足陽明之脈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病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賁響腹脹，是謂脛厥

手足陽明經脈的循行皆有入缺盆

在大腿的循行為以下髀關，抵伏兔，下入膝臏中

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頞中

33 依《靈樞‧經脈》，有關十二經是主病之記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手太陽小腸經是主筋所生病者 足太陽膀胱經是主骨所生病者

手陽明大腸經是主氣所生病者 足陽明胃經是主血之所生病者

34 依《難經》，有關五臟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三焦之原，出於陽池 大腸之原，出於陽谿

腎之原，出於太谿 肝之原，出於太衝

35 依《靈樞‧經脈》，有關手足三陽經於鼻之循行分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腸手陽明之脈，交人中，上挾鼻孔 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頞中，下循鼻外

小腸手太陽之脈，別頰上，抵鼻 膽足少陽之脈，環唇內，上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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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那一條經脈是動則病會有「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

手太陰肺經 足少陰腎經 手陽明大腸經 手少陰心經

37 下列何者症狀非足少陰腎經的所生病？

脊股內後廉痛 痿厥 腨如裂 足下熱痛

38 下列那些經脈的所生病有提及「黃疸」？

足太陰脾經，足少陰腎經 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

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 足少陰腎經，足少陽膽經

39 李時珍《奇經八脈考》，帶脈者，起於下列何穴？

梁門穴 命門穴 期門穴 章門穴

40 依據經脈循行理論，下列何者具有「離合出入」的特性？

正經 絡脈 經別 經筋

41 依據《靈樞‧經別》的內容，下列那一條經別循行沒有到達眼睛部位？

足少陽 足陽明 手少陰 手少陽

42 依據《靈樞‧經筋》的敘述，足少陰經筋起於下列何處？

小趾之下 足中趾 大趾次趾 小趾次趾

43 依據《靈樞‧經筋》的內容，下列那一條經筋循行沒有到達顴骨部位？

手少陽之筋 手陽明之筋 足少陽之筋 足陽明之筋

44 依《靈樞‧經脈》，循行與胃無關的經脈，為下列何者？

手太陰肺經 足厥陰肝經 手太陽小腸經 足少陽膽經

45 夏天到了，小明近來出現食後腹脹、噯氣、身體酸重無力感、腹瀉以及膝蓋內側痠痛的症狀。這些

症狀與下列那一條經絡與其相關的臟腑發生病變最有相關？

足太陽膀胱經 足太陰脾經 足少陽膽經 足陽明胃經

46 依據中醫基礎理論，下列何者概念與「內火」不同？

內熱 陰盛格陽 火熱內生 邪鬱化火

47 《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提到病機十九條，其中火熱病機占多數，金元時期劉完素據此創立「河間

學派」，下列何者非火熱病機？

諸脹腹大 諸病有聲，鼓之如鼓

諸轉反戾水液混濁 諸氣膹鬱

48 《奇效良方‧卷之七》中指出「燥之為病」的症狀，下列何者錯誤？

在上則咽鼻焦乾 在中則水液衰少而煩渴

在下則腸胃枯涸，津不潤而便難 在外則肌膚錯甲

49 《中藏經》指出下列何臟腑虛損時，會出現「畏人，瞑目欲眠，精神不倚，魂魄妄亂」的症狀？

肝 心 胃 膽

50 依《靈樞‧經脈》，下列那些症狀屬於手少陽經是動、所生病？

耳聾、喉痹、目銳眥痛 嗌乾、癃閉、狐疝

齒痛、口乾、目黃、鼽衄 鼽衄、狂瘧溫淫汗出、登高而歌、棄衣而走

51 清朝尤怡《金匱要略心典》中敘述「吐下之餘，定無完氣」的病機，下列何者最適宜？

津枯血燥 津虧血瘀 氣隨液脫 津虧血虛

52 有關《素問》陰陽失調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陽虛則外寒 陽盛則內熱

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 陽勝則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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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依據《素問‧舉痛論》所述，「過度悲傷」所損傷的臟腑，下列何者最正確？

肝 腎 脾 肺

54 六淫中火邪的致病特點，下列何者錯誤？

易阻遏氣機 易耗氣傷津 易生風動血 易致腫瘍

55 依據中醫基本理論，感受寒邪的「中寒」指的意思，下列何者最正確？

寒邪傷於肌表 寒邪入於經絡 寒邪自中焦而生 寒邪直中臟腑

56 中醫病因理論中，只有外感而無內生的邪氣，下列何者最正確？

暑邪 風邪 濕邪 寒邪

57 蔡先生近來出現出汗多、惡風、口乾、情緒低落又容易生氣。依《素問‧風論》所述，此為何種病

證之症狀？

肺風 肝風 脾風 腎風

58 依《素問‧生氣通天論》，有關病因學說之敘述，「煩則喘喝，靜則多言」的病症表現是因於下列

何者？

因於寒 因於濕 因於氣 因於暑

59 依《素問‧生氣通天論》，流汗之後，身體容易長出痱子，其病機可能為何？

勞汗當風 高梁之變 汗出見濕 風寒相薄

60 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關發病規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寒傷形 熱傷體 氣傷痛 形傷腫

61 胡阿姨常吃瀉藥減肥，最近顏面手腳浮腫、大便溏，常覺腹脹、腸鳴，偶爾腹痛，胃口也變差，診

其脈得濡而緩。下列何種病因最可能？

風 寒 暑 濕

62 65 歲女性患者，近 2 個月體重減輕 10 公斤，並在左腹中間摸到一腫塊。依據《靈樞‧水脹》有關腸

覃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脾主為胃行其津液，陰氣虛而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

中焦脾胃虛而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

寒氣客於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

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著

63 依《素問‧湯液醪醴論》，有關治水的原則與基本大法，下列何者錯誤？

平治於權衡 去菀陳莝

五陰已布，疏滌五臟 開鬼門、潔淨府

64 依據《素問‧風論》有關胃風的症狀，下列何種症狀錯誤？

頸多汗、惡風 食飲不下、鬲塞不通

腹善滿，失衣則䐜脹，食寒則泄 診形肥而腹大

65 慢性鼻竇炎患者，經常鼻塞、涕黃濁不止，鼻頞痠痛。依據《素問‧氣厥論》，此病證與下列何者

最相關？

膽移熱於腦 肺移熱於腦 腦移熱於鼻 膽移熱於鼻

66 依《素問‧厥論》，有關六經厥逆，下列何者為「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

手少陽厥逆 手太陽厥逆 足太陽厥逆 足少陽厥逆

67 依《素問‧評熱病論》，有關風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 汗出惡風，四肢逆冷

巨陽先受邪後，陽明繼之 表裡刺之，熨以熱藥

68 患者飲水多而小便不通，腹中有氣攻衝，腸中雷鳴。依據《素問‧痹論》，此患者為下列何種痹症？

脾痹 肝痹 胞痹 腸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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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依《素問‧瘧論》，有關瘧病間日而作的症狀表現與其病因、病機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內薄於陽 陰氣獨發 陰邪內著 陰與陽爭得出

70 某公司老闆最近因營運需做重大決定而猶豫驚怯，並逐漸出現消化不良、飱泄、口苦等症狀。依據

《素問‧靈蘭秘典論》，從五臟六腑臟象分析，下列何者最正確？

肝木克脾土 少陽膽氣不升 脾土失和降 少陰君火太過

71 王姓患者素有高血壓疾病，並常有頭痛、目赤、舌紅等症狀。最近出現咳嗽微喘、身倦氣弱。依據

《難經‧七十五難》，東方實，西方虛，其治法以下列何者最適當？

瀉木補金 培土瀉火 補水瀉火 補金濟水

72 依據《難經‧四十二難》的敘述，「主裹血，溫五臟」是指下列何臟的功能？

肝 心 脾 肺

73 依據《素問‧咳論》的敘述，若患者久咳不已，其產生的傳變與症狀，下列何者正確？

五臟的咳嗽如久咳不已，會傳變至六腑 六腑的咳嗽如久咳不已，會傳變至下焦

胃咳會出現腹滿不欲飲食 咳嗽與肺胃有關連時，會面腫與便秘

74 對於患者出現手足為之寒的寒厥，依《素問‧厥論》所記載的病機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秋冬天寒之時，加以寒涼飲食，會產生寒厥

數醉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不得散，故手足為冷

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會產生寒厥

陽氣充足，但陰精衰少，營衛無法滋潤經絡

75 炎炎夏日，在冷氣房中吃冰涼西瓜引發咳嗽、腹痛、腹瀉，關於其病機之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冷氣為寒邪，由皮毛入肺

寒飲食入胃，循肺脈上入於肺中

寒飲食入胃，足太陰脾經受寒邪而腹痛，腹瀉

屬大腸咳，咳而遺矢

76 依《難經‧十六難》，有關脈與病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煩心，心痛，診得心脈，為心病 腹脹滿，食物不消化，診得肝脈，是肝病

噴嚏，喘，診得肺脈，為肺病 小腹急痛，足脛寒，診得腎脈，為腎病

77 依《靈樞‧癰疽》，若患者之患位為皮色不變，但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平坦不腫，不熱，

膿瘍位於深部與潰後膿液清稀，不易收斂，此患者鑑別診斷癰與疽之思考，下列何者正確？

此患者之病機為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臟，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

此患者產生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

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為膿

此患位皮膚為其皮上薄以澤

此患者預後不能陷骨髓，不為焦枯，五臟不為傷

78 下列何者是提出「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肝常有餘，脾常不足；心常有餘，肺常不足，腎常不足」

論述，且有「小兒王」美稱的醫家？

錢乙 丹溪 萬全 薛己

79 30 歲楊先生擔任貨運行的搬運工，平素工作勞倦甚，神疲肢軟，脾胃虛弱，消化功能不佳，出現上

午發熱，下午熱退，有時亦會在午後發熱。依據《素問‧調經論》所述，下列何者屬於楊先生病症

的陰陽變化？

陽虛生外寒 陰虛生內熱 陰盛生內寒 陽盛生外熱

80 82 歲男性，近年來大小便控制漸漸不佳，先有小便失禁的問題，後來又有大便失禁的問題。二便功

能與下列那一個臟腑最相關？

肝 心 脾 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