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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神農本草經》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東漢班固之《漢書‧藝文志‧方技略》中載有《神農本草經》九卷之紀錄

本草一辭出現於中國正史者，始見於《漢書》

南北朝陶弘景以當時所存本草經四卷等書，以朱墨雜書方式輯成《神農本草經集註》

現今流傳之《神農本草經》，如孫星衍、顧觀光本，實由《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書中輯錄出來

2 自何書始提出「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

《靈樞》 《難經》 《脈經》 《脈訣》

3 有關方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太平聖惠方》每門多引《諸病源候論》的理論為總論

《蘇沈良方》為蘇轍、沈括著作合編

《聖濟總錄》由宋徽宗詔令徵集大量醫方編纂而成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的方劑多為丸、散等劑型

4 有關隋唐的醫學教育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隋朝開始將針科、按摩科設為教學專科

唐朝太醫署廢除咒禁科

唐朝太醫署醫學教育共分為五科，修業年限各有不同

隋唐太醫署為官方的醫療機關，也是醫學教育機構

5 下列何者為宋代官方頒行的醫學書籍？

《證類本草》 《三因方》 《日華子本草》 《聖濟總錄》

6 朱丹溪的「相火論」理論，下列何者錯誤？

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 陽常有餘，陰常不足

相火為生理之火，非賊火 後世稱朱丹溪為「滋陰派」

7 明清時期有不少重要的方劑學典籍出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普濟方》為明初作品，因《四庫全書》收錄得以保存至今，是中國古代內容最多的方劑典籍

《醫方集解》採因病、因證分類，並有正方、附方，註明出處、綜合各家論述，是廣泛流行的方書

《醫方考》為作者吳崐有感於時醫專業知識貧乏，為改變其對古今方藥茫然無知之現象而完成的作品

施沛輯明代以前著名方劑寫成《祖劑》一書，追本溯源，將相類方劑歸於一系論述

8 下列何者不是以主張中西匯通而著名的醫學家？

唐容川 朱沛文 張錫純 俞樾

9 依《素問‧上古天真論》有關女性不同年齡階段之生理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二七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亢，故能有子

三七腎氣實，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

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

五七三陽氣衰於上，面焦，髮鬢頒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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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電視劇演著阿公被不肖敗家子氣到昏倒，依《素問‧生氣通天論》，其最有可能的病機為何？

因於怒氣，起居如驚，神氣乃浮，使人薄厥

因於怒氣，體若燔炭，四維相代，陽氣煎厥

陽氣者，大怒則氣至巔，而目晦不明，使人煎厥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

11 依《素問‧生氣通天論》，有關病因病機之疾病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而飽食，筋脈拘緊，腸澼為漏 汗出見熱，乃生痤疿

寒邪入陷於脈中為拘，衛氣散解 寒邪入俞氣化薄，傳為善畏，及為驚駭

12 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之相關病理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熱氣生濁，寒氣生清 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

壯火之氣壯，少火之氣衰 氣傷腫，形傷痛

13 依《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有關晝夜變化與疾病嚴重程度的關係，其最有可能的病機敘述為何？

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 日中人氣長，正邪交爭甚，故暫安

日中則重陽，邪氣始生，陽中之陽也 朝則人氣漸長，天之陽，陽中之陰也

14 依《素問‧金匱真言論》中以臟腑部位來區分陰陽，脾是：

陰中之陰 陰中之至陰 陰中之陽 陽中之陰

15 依《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秋天的日夜生活作息應當遵循下列何者？

早臥晚起 早臥早起 夜臥晚起 夜臥早起

16 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氣薄食物之陰陽屬性，下列何者最適宜？

純陰 純陽 陽中之陰 陰中之陽

17 依據《靈樞‧癰疽》所述：「溫分肉、養骨節、通腠理」，為下列那一個部分的功能？

上焦 衛氣 中焦 營氣

18 64歲男性，常日夜笙歌，最近發現白髮明顯變多。依據中醫理論，頭髮的光澤與顏色與那個臟腑較相關？

肝 心 脾 腎

19 《血證論‧卷一‧陰陽水火氣血論》：「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疏泄之，而水穀乃化。設肝之清陽不

升，則不能疏泄水穀，滲泄中滿之症，在所不免。」所言，其論述與下列那一個臟腑功能異常最相關？

肝不藏血 肝脾不和 脾失健運 濕濁困脾

20 明朝《名醫雜著》的作者王綸主張學醫「宜專主內經，而博觀乎四子」，下列何者不是王綸主張的四

位醫家？

劉河間 張從正 李東垣 朱丹溪

21 依《靈樞‧九針論》，下列何者錯誤？

心主噫，肺主咳，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

精氣并於肝則憂，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腎則恐，并於脾則畏

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

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皮，陰病發於筋，陽病發於脈，陽病發於肉

22 依據《內經》中有關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靈樞‧決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

《素問‧八正神明論》：「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

《靈樞‧平人絕榖》：「血脈和利，精神乃居」

《素問‧五臟生成論》：「諸血者，皆屬於脾」

23 依據《素問‧宣明五氣》，五臟化五液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肺為泣 脾為涎 心為汗 腎為唾

24 依《靈樞‧海論》的內容，「氣滿胸中，悗息面赤」是人體「四海」中何者有餘的表現？

水穀之海 血海 髓海 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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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據《靈樞‧營衛生會》的內容，下列何者不是營氣的主要生理特性？

清者為營 溫養臟腑 營出於中焦 營在脈中

26 依《靈樞‧海論》中「四海之順逆」的內容，「腦轉耳鳴，脛痠眩冒」是何者不足的表現？

水穀之海 血海 髓海 氣海

27 依《素問‧六節藏象論》對藏象之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肺者，魄之處也，其充在皮

肝者，罷極之本，其華在筋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

腎者，精之處也，其華在髮

28 根據中醫氣血津液學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陽是比火還要強盛的能量，肝陽上亢的症狀遠比肝火上炎嚴重

氣過度強盛時會變成火，火會造成破壞而引起症狀與病變

陽是相對於陰的概念，以物質與能量之觀念來看，氣與火之陰陽屬性都屬於陽

氣是一種強度適中的能量，可以作功以執行人體生理功能

29 依《素問‧五藏生成》，五臟之精氣表現於外有其徵象，脾之榮華表現於下列何處？

齒 爪 唇 舌

30 依《靈樞‧決氣》論述，「液」的特性下列何者正確？

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 骨屬屈伸，泄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

壅遏營氣，令無所避 腠理發泄，汗出溱溱

31 依《靈樞‧營衛生會》關於酒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喝酒之後，幫助排大便 酒者，為熟穀之液

酒者，先穀而入，後穀而出 酒者，其氣悍以濁

32 王女士常自汗出，是衛氣的那個生理作用失常所至？

溫分肉 充皮膚 肥腠理 司開闔

33 依《靈樞‧經脈》，有關小腸手太陽之脈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腸，上膈絡心

小腸手太陽之脈的循行部位有入耳中

三焦手少陽和小腸手太陽之脈的循行皆有至目銳眥

小腸手太陽是主液所生病者

34 依《難經》，有關五臟六腑井滎俞經合之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井主心下滿 滎主身熱 俞主喘咳寒熱 合主逆氣而泄

35 依《靈樞‧本輸》，有關井滎俞經合穴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肺手太陰之合穴為曲澤 三焦手少陽之合穴為天井

小腸手太陽之俞穴為陽谷 膽足少陽之俞穴為丘墟

36 依《靈樞‧經脈》，有關經脈之起迄點，下列何者錯誤？

足太陽起於目內眥，至小趾外側 足陽明起於鼻之交頞中，入中趾內間

手少陽起於小指之端，至目內眥 手陽明起於大指次指之端，上挾鼻孔

37 依《素問‧血氣形志》十二經氣血不同，下列那些經脈都屬於「多血少氣」？

厥陰經，少陽經 陽明經，太陽經 厥陰經，太陽經 陽明經，少陰經

38 張先生感冒後咳嗽，肺部脹滿，缺盆處疼痛以及頻尿。依據《靈樞‧經脈》，他的症狀最有可能是下

列那一條經脈出現問題？

手少陰心經 手太陰肺經 足少陰腎經 足太陽膀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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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近代中醫的教育與設校問題，引發許多爭論，相關情況下列何者錯誤？

民國3年，教育總長公布之相關教育規程，未將中醫教育規劃入內

民國21年，行政院曾飭令各省教育廳將所有中醫學校改稱為學社

為儲備中醫學校相關師資，國醫館曾在南京舉辦中醫特別訓練班

民國45年，立法院通過中醫學校與研究機構設置案，由陳立夫先生創辦私立中國醫藥學院

40 下列何者症狀配對屬於足太陰脾經「是動病」？

舌本痛，體不能動搖 舌本強，體不能動搖

舌本痛，心下急痛 舌本強，身體皆重

41 下列那一條經脈是動病、所生病沒有提到面色變化？

手太陰肺經 足少陰腎經 足少陽膽經 足厥陰肝經

42 依據《靈樞‧經別》，有關經別的六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足太陽與少陰經別合於膕中 足陽明與太陰經別合於外踝

足少陽與厥陰經別合於毛際 手太陽與少陰經別合於目內眥

43 依據《靈樞‧經別》的內容，下列那一條經別循行沒有到達咽喉？

手少陽之正 手陽明之正 足少陽之正 足陽明之正

44 依據《靈樞‧經筋》的內容，下列那一條經筋循行沒有到達脅肋部位？

足少陽之筋 手少陽之筋 足太陰之筋 手太陰之筋

45 依《素問‧刺腰痛》所述，陽維之脈與下列何經脈合腨下間？

陽明 少陽 太陽 三陽

46 《難經》中所言，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尺佔一寸 關佔一寸 寸佔一寸 以掌後高骨為關

47 依《靈樞‧骨度》，有關人體體表的度量，下列何者正確？

喉結以下至缺盆中央長四寸 喉結以下至劍突長八寸

天樞以下至橫骨長五寸 劍突以下至天樞長六寸

48 經脈中的經氣來源大略可分為先天之精氣與後天之穀氣。從這種分類的角度來看，下列那一種經氣的

來源與其他不同？

宗氣 營氣 肺氣 腎間動氣

49 下列敘述何者不屬於「濕阻中焦」的症狀？

腰膝痠軟 脘腹痞滿 食慾不振 口膩口甜

50 關於中醫五臟中「心」的病因病機敘述，下列共幾項正確？①雖然心的陰陽氣血皆可能發生異常，

但陽氣勝則熱，氣有餘便是火，所以只要心陽氣偏亢，一定歸屬實火 ②心的陽氣虛衰，可分為

心陽虛及心氣虛，兩者症狀常有共同之處 ③心陰虛跟心血虛都可因情志內傷、勞心過度導致 

④心開竅於舌，手少陰經的經別「散舌下」。所以當心火上炎時，可出現口舌糜爛、舌尖碎痛等症 

⑤《血證論‧臟腑病機論》：「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血虛則神不安而怔忡，有瘀血亦怔忡。」

1 2 3 4

51 依據《素問‧痿論》的敘述，下列何者可導致骨痿？①遠行勞倦 ②骨枯而髓虛 ③陽氣內伐 ④入

房太甚 ⑤思想無窮

①②③ ②④ ①③⑤ ③④⑤

52 《素問‧診要經終論》說：「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瘛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

是指經絡病機中的何種病機？

經絡氣血旺盛 經絡氣血瘀滯 經絡氣血逆亂 經絡氣血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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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醫典籍中有關黃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景岳全書》：「膽傷則膽氣敗而膽液泄，故為此證」

《寓意草》：「膽之熱，汁滿而溢出於外，以漸滲於經絡，則身目皆黃」

《臨證指南醫案》：「陽黃之作，濕從火化，瘀熱在裡，膽熱液泄，與胃之濁氣共並，上不得越，下

不得泄，熏蒸遏鬱，侵於肺則身目俱黃」

《雜病廣要》：「黃疸者，由寒溫不適，喜怒無度，使邪氣與榮衛相干，在於腸內，遇熱加之，血氣

蘊積，熱積不散」

54 下列何者不是《素問‧玉機真藏論》中「五虛」證候的敘述？

皮寒 腹脹 泄利前後 飲食不入

55 依據《素問‧舉痛論》的內容，百病皆生於氣，下列何者錯誤？

思則氣結 怒則氣上 炅則氣泄 喜則氣消

56 有關《素問》陰陽失調的敘述，下列共幾項正確？①陽虛則內寒 ②陽盛則外熱 ③諸寒之而熱者取

之陽 ④陽勝則陽病

1 2 3 4

57 48歲男性患者因感染肺炎併發敗血性休克，四肢厥冷，脈象沉伏，下列何者病機最不適宜？

陽厥 熱厥 戴陽 格陰

58 依據中醫基本理論，火邪的性質和致病特點，下列何者最正確？

其性輕揚，可致腠理開泄 善行而數變

多夾濕致病 其性炎上

59 《金匱要略》：「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之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①經絡受邪入於臟腑 ②天之

常氣，冒之則自經絡流入 ③人之常性，動之則先自臟腑鬱發 ④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 

⑤房室、金刃、蟲獸所傷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④⑤

60 燥邪的性質與致病特點，下列選項何者最正確？①燥性乾澀 ②燥性開泄 ③燥性炎上 ④燥易傷肺 

⑤易傷津液

①④⑤ ①③④ ③④⑤ ①②③

61 依據《靈樞‧百病始生》，有關「積」的始生至其已成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 卒然多食飲，則腸滿

積之始生，得熱乃生 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

62 依據《素問‧調經論》之內容，下列何者不是「陰虛生內熱」的誘發因素？

形氣衰少 寒氣在外 有所勞倦 下脘不通

63 小何和同學到海邊遊玩，當天海風大，返家後感到身體不適，有關其病因特性及可能症狀之描述，下

列何者錯誤？

風邪易傷人體之上部使人頭痛 風邪不使人發熱

可出現惡風有汗，脈浮鼻塞聲重等症 兼感濕邪，則頭目昏蒙，四肢困重

64 患者出現「心如懸若饑狀，心惕惕如人將捕之」的症狀。依據《靈樞‧經脈》此特有病證是傷及下列

何經脈？

足少陰腎 手少陰心 足少陽膽 手厥陰心包

65 依據《靈樞‧五禁》，有關五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 病泄，脈沉細

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 寒熱奪形，脈堅搏

66 依《素問‧熱論》，兩感於寒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病一日，巨陽與少陰俱病，頭痛，口乾，惡風寒

病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腹滿身痛，不欲食，譫言

病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耳聾，囊縮而厥

病四日，太陽與太陰俱病，水漿不入，不知人

67 患者出現頭重如裹、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等症狀。此受外感六淫，下列何者最正確？

寒 濕 燥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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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若病人咳嗽日久，進而產生咳而腹滿，不欲食飲。依《素問‧咳論》，此為下列何臟腑之咳？

脾咳 肝咳 胃咳 三焦咳

69 津液代謝後能化為尿液排出，主要依賴下列何臟腑的蒸騰氣化功能？

心包 肺 腎 脾

70 患者少陰病，腹痛腹瀉，下利清稀，身不惡寒，面色紅赤，經醫師診斷為真寒假熱病證，並以通脈四

逆湯治之。依據《素問‧至真大要論》，此「以熱治熱」之法，為下列何者？

正治 逆治 反治 本治

71 患者素有胃脘脹痛，近日大便次數增多，軟便色黑如瀝青，此為消化道出血之症狀。從臟腑生理病理

功能而言，下列何者最正確？

營不生血 心不主血 肝不藏血 脾不統血

72 有關《素問‧痿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治痿可取陽明、衝脈、任脈、督脈

陽明虛則衝脈不引，足痿不用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肉痿

治痿可各補其滎而通其俞

73 依《素問‧痹論》，有關痹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痹在於皮則寒，痛也

病久入深，榮衛之行澀，經絡時疏，故痛也

痹熱為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

痹在骨則重，痛也

74 張先生出現多汗、怕風、唇舌乾焦、容易生氣罵人，說話比較不流利。依《素問‧風論》所述，此為

下列何種病證之症狀？

肝風 心風 脾風 腎風

75 依《素問‧舉痛論》，有關寒氣客於脈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氣少 血凝 縮蜷，脈絀急 與炅氣相薄則脈沉

76 70歲陳先生罹患高血壓，去年左腦部梗塞性中風後，右半邊偏癱，近日右肩半脫位，活動則疼痛，不

能作復健，天冷則痛甚。依據《素問‧痹論》之內容，有關導致其右肩疼痛之病機敘述，下列何者較

正確？

腦部梗塞為痹在於脈，其肩部疼痛亦屬於脈痹之範疇

其陽氣少且陰氣少，故為寒痹

右半邊偏癱為痹在於肉，其肩部疼痛亦屬於肉痹之範疇

其陽氣少而陰氣多，故為寒痹

77 下列何者最符合「心氣虛證」之病機表現？

口舌生瘡 喜笑不休 血行緩慢 狂躁

78 有關首風之病機及症狀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風入目系而上於頭者稱之 風氣循風府而上於頭者稱之

天氣變化之前一天就會發作頭痛 頭面部無汗惡風寒而頭痛

79 若患者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依《素問‧評熱病論》所記載的

病機與預後，下列何者正確？

汗出與脈躁疾者，病情尚輕 狂言為神無所依，但不會出現死亡的結果

因不能食，精氣得不到補充，致使多汗 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氣勝

80 依《素問‧瘧論》，瘧病發生在不同的季節，會產生不同的病理變化與症狀表現，下列相關敘述何者

正確？

在秋天，易於受到外來的燥邪侵犯 因冬天受於寒邪導致

邪氣潛伏在皮膚之裏，腸胃之外，影響營氣 易使腠理閉，不易汗出而化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