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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傷寒論》中「水氣為病」證治之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最不適當？①心下有水氣，發熱有汗，煩

渴引飲，小便不利者，屬小青龍湯證 ②心下有水氣，發熱無汗，乾嘔不渴，小便不利者，屬五苓散

證 ③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屬真武湯證 ④少陰病，身體痛，手足

寒，骨節痛，脈沉者，屬理中湯證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2 依《傷寒論》，下列選項何者為「結胸」死證？①結胸證悉具，煩躁者 ②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下

之 ③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 ④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下之

①② ①④ ②③ ②④

3 依《醫宗金鑑‧傷寒論》，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滿，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下列何方治

療最適當？

調胃承氣湯 抵當湯 大黃蟅蟲丸 桃核承氣湯

4 依《醫宗金鑑‧傷寒論》，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無惡寒者，下列何方治療最適當？

桂枝湯 生薑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5 依《醫宗金鑑‧傷寒論‧瘥後勞復食復陰陽易病篇》指出，傷寒瘥已後，更發熱，下列何方治療最適當？

小柴胡湯 小建中湯 桂枝加人參湯 白虎加人參湯

6 依《傷寒論》，桂枝加桂湯方「更加桂枝二兩」之目的，下列何者最適當？

祛風除濕 增加解表之力 增加調和營衛之力 助心陽而降逆平衝

7 依《傷寒論》所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凡兩經或三經的證候同時出現者，稱為并病

凡一經的病證未罷，而又出現另一經證候者，稱為合病

外邪不經三陽，而直接表現出三陰的證候，稱為傳變

互為表裏的陰陽兩經同時發病，稱為兩感

8 依《傷寒論》，有關能用桂枝湯治療的病症，下列選項何者最適當？①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

出而不愈者 ②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 ③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 ④傷寒發汗已解，

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9 依《傷寒論》所述：「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其原因為下列何者最適當？

客氣動膈 表虛裡實 熱結在裡 胃中虛冷

10 依《傷寒論》所述：「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治以下列何方最適當？

半夏、黃芩、乾薑、人參、炙甘草、黃連、大棗

柴胡、黃芩、半夏、枳實、大黃、芍藥、生薑、大棗

柴胡、黃芩、人參、炙甘草、半夏、生薑、大棗

黃連、炙甘草、乾薑、桂枝、人參、半夏、大棗

11 依《傷寒論‧厥陰病脈證并治》所述：「下利清穀，不可攻表」，誤用汗法，可見下列何症？

厥逆 大汗淋漓 腹脹滿 身振振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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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傷寒論》所述：「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宜大承氣湯。」

遵原意其原因為下列何者最適當？

欲作穀疸 胃中空虛，客氣動膈

瘀熱在裏 有燥屎也

13 依《傷寒論》所述：「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是指邪雖入陽明，但裏熱未盛

心煩是因腑實內結，熱擾神明

背微惡寒是太陽表證未解

治以白虎加人參湯

14 依《傷寒論》，有關麻黃升麻湯證之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肝熱脾寒 肺熱脾寒，喉咽不利，唾膿血

寸脈沉細，下部脈不至 方中麻黃配升麻意在溫潤養血

15 門診時某婦人得少陰病，出現手足仍厥冷，下利清穀，脈微欲絕。以通脈四逆湯治之，下列何種藥物

不是其組成之一﹖

附子 乾薑 甘草 蔥白

16 依《傷寒論‧少陰病篇》，四逆散可治肝胃氣滯陽鬱所產生的手足輕微厥冷，若併發瀉利下重者應加

下列何藥物？

附子 黃連 薤白 茯苓

17 小陳在病房照顧一高熱患者，發現患者齒齦流血，觸壓疼痛，初步判斷何者最適當？

胃火衝激，其病屬實 少陽氣熱

腎火上炎 腎陰下竭，虛火上浮

18 溫病中，絳舌的發生，多主危重症候，相關的證候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舌純絳鮮澤，為邪在營血或熱入心包 舌絳而有濁苔，是膈間痰濁

舌絳無苔，中心乾燥為純虛無實，熱灼心營 舌絳而光亮如鏡，心營被灼，胃陰已傷

19 江老先生因為感冒高燒住院，數日後出現手指不自主蠕動，甚至上下肢還會反覆抽動，望診發現神情

疲倦，舌體痿瘦色紅且乾燥，切診呈現虛細脈。依據溫病治法原則，最適合江老先生目前狀況的治療

方法，下列何者最適當？

涼肝息風 滋陰息風 滋養真陰 益氣歛陰

20 溫病脈診，弦脈所代表的臨床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脈弦細芤遲，為暑傷氣分 脈弦細而緩，為病後胃氣未復

脈弦而數，為熱鬱少陽，膽火熾盛 脈弦勁而數，主熱邪亢盛，肝風內動

21 舌診若見苔白，舌邊尖紅，下列何圖最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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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患者證見：「發熱，惡寒，無汗，頭痛，身重脘痞，心煩口渴，舌紅苔白膩，脈象濡數」等證候，根

據這些臨床表現下列那一項為最適當之診斷？

風熱在衛證 燥熱在衛證 濕熱在衛證 暑濕在衛證

23 風溫熱邪入陽明，有關無形熱盛證，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白虎湯為清泄陽明裏熱之主方 壯熱、汗出、渴飲、脈大是辨證關鍵

苔黃膩，脈洪大有力 脈洪大而芤者，宜清熱益氣生津

24 風溫證，症見身熱神昏、舌謇、肢厥便秘、腹部按之硬痛，舌絳苔黃燥、脈數沉實，下列敘述何者最

適當？

證屬邪在血分 證屬陽明腑實而引動肝風

證屬肝經熱盛動風 證屬手厥陰心包與手陽明大腸俱病

25 溫病易損陰液，熱邪久覊每多深入下焦，劫爍肝腎之陰，故溫病後期多易出現下焦真陰欲竭，邪少虛

多之候，此階段發熱類型，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持續低熱 發熱夜甚 夜熱早涼 身熱不甚或不發熱

26 有關春溫與風溫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兩者皆發生於春季

春溫屬於伏邪，初起以裡熱症為主

風溫屬於新感溫病，以肺衛表熱症為主

風溫的病變過程中，後期易出現腎陰耗損，虛風內動

27 下列關於暑溫的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暑溫症「發自陽明」，熱盛氣傷，古人認為治暑必補氣，不補氣不足以言治暑

暑溫瘥後，證見舌紅無苔，不饑欲嘔，胃氣不振，可使用竹葉石膏湯治療，但半夏性燥故去之不用

夏月暑溫熱盛於胃或是暑瘥熱渴咳血之證，均可食用西瓜，頗有滌暑解渴止血之效

小兒體稟純陽，因受暑熱而導致暑風者頗多，症見四肢抽搐，屬肝風內動，治宜涼肝熄風

28 春溫見身熱，心煩懊憹，坐臥不安，舌苔微黃，脈數，用下列何方劑治療最適當？

葱豉桔梗湯 梔子豉湯 涼膈散 清營湯

29 關於吳又可《溫疫論》對於溫疫初起證治，下列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證見先惡寒發熱，後但熱不寒，晝熱夜涼，日晡益甚，頭身疼痛

認為溫疫初起不可強發其汗，亦不可下，因為汗之徒傷表氣，下之則徒傷胃氣

認為達原飲能直達膜原，知母、白芍、黃芩、甘草此四味用其調和

臨床應用須隨證加減，如侵及太陽，證見腰背項痛者，加羌活一錢

30 關於余師愚之《溫熱經緯》疫病篇中，對於「論妊娠病疫」，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妊娠病疫主因是熱疫毒邪，熱毒入營動血，最易損胎

藥應針對病因清除病邪，以涼血解毒為主

使母病去而胎可保，亦即邪去而正自安之意

產後以及病中適逢經至，當禁用涼劑

31 伏暑「熱在心營、下移小腸」之證治以導赤清心湯，有關邪在「營分」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口乾，渴不欲飲 發熱日輕夜重

心煩，小便短赤熱痛 舌絳

32 下列關於「秋季溫燥」證治之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大原則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言：燥者濡之

邪在肺衛，法宜辛涼甘潤

秋燥病化熱化火，仍宜苦寒清熱以保津

汪瑟庵指出：燥證路徑無多，故方法甚簡，始用辛涼，繼用甘涼與溫熱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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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依《金匱要略‧瘧病脈證并治第四》所載，其脈以弦為主。有關瘧病的複合脈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最

適當？

弦小緊者寒瘀 弦緊者下之瘥 沉弦細者當溫通 弦遲者多寒

34 58 歲江先生，為上市公司老闆。平素工作忙碌，應酬多，睡眠不足，運動量少、身形肥胖，稍勞動

則汗出疲倦。自述近 3 週身體明顯酸麻，吹冷氣時症狀更加重，脈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下列處方

何者最適當？

四逆湯 當歸四逆湯 小建中湯 黃耆五物湯

35 55 歲孫女士，長年疲倦，腰膝軟弱，心悸，自汗，下腹痛，裡急煩熱，舌質淡苔薄白，脈弱。依《金

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下列處方何者最適當？

炙甘草湯 黃耆建中湯 腎氣丸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36 依《金匱要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有關造成「肺痿」之可能原因，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飲冷 汗出、嘔吐 小便利數 被快藥下利

37 依《醫宗金鑑‧訂正仲景全書金匱要略注》，有關當歸生薑羊肉湯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可治寒疝，腹中痛，及脅痛裡急者 為治寒疝之溫劑，以散寒為本，養正為次

若寒多者，加重生薑 痛多而嘔者，加橘皮、白朮

38 依《金匱要略》所述：「嘔家本渴，渴者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治以下列何方最適當？

半夏、生薑、茯苓 半夏、生薑

茯苓、桂枝、白朮、生薑 澤瀉、白朮、半夏

39 依《金匱要略．痰飲咳嗽》，有關四飲之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其人素瘦今盛，咳唾引痛，當汗出而不汗出，謂之痰飲

飲後水流在脅下，歸於四肢，謂之溢飲

飲水流行，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身體疼重，謂之懸飲

咳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40 有關《醫宗金鑑‧金匱要略》黃汗病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皮水 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

久不愈，必致癰膿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可治之

41 依《金匱要略》所述，有關常見的產後病，下列何者最適當？①痙 ②小便不利 ③鬱冒 ④大便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42 依《金匱要略》所述，小半夏加茯苓湯主治病脈證，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 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

心下有支飲，苦冒眩 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癲眩

43 依《金匱要略》所述：「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治以下列何方最適當？

防己黃耆湯 防己茯苓湯 麻黃附子湯 枳實白朮湯

44 依《金匱要略》，有關黃疸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 疸而不渴者，其疸難治

發於陰部，其人振寒而發熱 發於陽部，其人必嘔

45 蔡老闆半年前中風，送醫治療，現在舌體瘦小，痿軟不用，甚者音啞失語，下列選項何者最適當？

①病機是風痰上阻，舌絡失和 ②病機是腎虧精虛，不能上承 ③治法宜祛風除痰，宣竅通絡 

④治法宜滋補肝腎，利竅開音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46 有關外感脅痛之論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多屬濕熱蘊於肝膽所致

若病久不去，可致邪毒久羈而耗劫肝血肝陰之虛證

臨床可見發熱，惡寒，噁心，嘔吐

初起舌象可見舌質紫暗，脈象細弦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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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患者白睛及周身皮膚發黃，黃色鮮明，心中懊憹，口渴欲飲，噁心嘔吐，大便數日未行，小便黃赤短

小，舌紅苔黃膩，脈弦數。治以下列何方最適當？

茵陳五苓散 茵陳蒿湯 茵陳朮附湯 犀角散

48 下列何者最符合「濕熱入絡」的證型？

時時發痙，手足蠕動，心中憺憺大動，神倦瘛瘲，脈滑數，舌淡紅，苔膩

項背強直，四肢抽搐，頭目昏眩，神疲，氣短，自汗，脈弦細，舌淡紅

項背強立，口噤不得語，甚則四肢搐弱，惡寒較重，發熱，頭痛，無汗，脈浮緊，苔薄白

身熱，筋脈拘急，或口噤甚則角弓反張，胸脘脹滿，渴不欲飲，小便短赤，脈滑數，苔黃膩

49 42 歲王小姐素有肺疾，近 3 個月頻發心悸、怔忡、胸悶氣短、稍動自汗、夜眠潮熱盜汗，甚至咳嗽

又再復發加重，痰帶血絲。診時見其雙顴色暗、面色不華，舌紅少苔，脈細數，至數不勻。治療上使

用下列何方最適當？

歸脾湯 黃連阿膠湯 桃仁紅花煎 炙甘草湯

50 有關「心痛」此一病症的辨證論治，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陰寒內結：主證氣短與氣促，心悸胸悶時疼，腰痠畏寒肢冷；兼證面色蒼白，唇甲淡白，舌青或紫

暗，苔白，脈沉細或結代；治法辛溫通陽，開痺散結；主方四逆湯

陽氣虛弱：主證胸痛徹背，受寒加重，形寒肢冷；兼證心悸，舌苔白滑或白膩，脈沉遲；治法益氣

溫陽，活血通絡；主方栝蔞薤白白酒湯

氣虛血瘀：主證心悸喘甚，肢厥冷汗；兼證神志淡漠，面色唇甲青紫，脈沉微欲絕；治法益氣活血；

主方人參黃耆湯

血瘀氣滯：主證胸痛如刺或絞痛陣作，痛有定處；兼證痛引肩背、左臂，胸悶如窒，舌紫暗或有瘀

斑，脈弦或有歇止；治法活血化瘀，行氣通絡；主方血府逐瘀湯

51 口糜反覆纏綿難癒，滿口白屑斑片，白屑之下鮮紅糜爛，身熱體倦，舌紅苔白厚膩滑，脈滑數。治以

下列何方最適當？

甘露消毒丹 犀角地黃湯合黃連解毒湯

補中益氣湯 甘露飲

52 「癲癇」是以突然仆倒，昏不知人，口吐涎沫，兩目上視，肢體抽搐，或口中如作豬羊叫聲等神志失

常，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種發作性的疾病；又稱為癇證、癲疾、俗稱「羊癇風」。有關其治療原則，

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本病發作期，無論陽癇、陰癇，均當以開竅定癇為急務

大抵癇證初發，多為陽癇，治以熄風滌痰瀉火為主；癇證日久，多屬陰癇，以補益氣血，調理陰陽

為大法

肝虛者養其血，腎虛者補其精，脾氣虛者助其運，心氣不足者，安其神，總以補虛為本

治癇當重行痰，而行痰又當降氣。頑痰膠固，需辛涼開導，痰熱膠著須清化降火

53 29 歲林小姐某次外食後數小時，發生腹痛腸鳴，脘脹痞滿，糞便奇臭如腐敗雞蛋、帶有不消化之物，

瀉下痛減。苔厚膩，脈滑。治以下列何方最適當？

保和丸 葛根黃芩黃連湯 藿香正氣散 痛瀉要方

54 「痞滿」屬於脾胃系統病證，請問金元時期是那一位醫家把痞滿與脹滿作出了區分，認為二者相類似

而痞滿輕，脹滿重？

李東垣 劉完素 張從正 朱丹溪

55 活絡效靈丹合失笑散治療胃痛效佳，此胃痛的特點，下列何者最適當？

脹痛 灼痛 隱痛 刺痛

56 有關哮喘的辨證治療，下列何者最適當？

痰涎壅盛，喉如曳鋸，咯痰黏膩，治以溫肺散寒

呼吸氣促，痰色白、稀薄，治以清熱宣肺

氣短聲低，自汗、怕風，易感冒，治以滌痰利竅

痰多質稠色白，倦怠食少，治以健脾化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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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有關鼻淵的病因病機，下列選項何者最不適當？

七情內傷 膽熱上犯 脾經濕熱 正氣虧虛

58 咳嗽常見證候的臨床特點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濕邪傷肺：咳嗽、身體沉重、頭昏如蒙，骨節痠疼

風邪傷肺：咳嗽、形寒怯冷或遇寒即發

肝火犯肺：咳嗽氣逆，胸脇疼痛

痰濁犯肺：咳嗽痰多，痰出嗽止

59 黃疸之發生，主要是濕邪為患，下列治療何者最不適當？

陽黃應配以清熱解毒之法 陰黃應配以健脾溫化之法

治療黃疸，重在通利小便 急黃則以瀉下通腑，祛瘀散結之法

60 有關癃閉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最適當？①癃閉的病位，雖在膀胱，但與三焦、肺、脾、肝的關係最

為密切 ②因濕熱蘊結，濁瘀阻塞、肝鬱氣滯、肺熱氣壅所致者，多屬實證 ③40 歲女性，主訴小

便點滴不通 3 日，伴見咽乾煩渴欲飲，呼吸急促，咳嗽，苔薄黃而不膩，脈數，治以清熱利濕而通小

便，處方為《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八正散 ④60 歲男性，主訴小便不通 1 週，伴見脇腹脹滿，多煩

善怒，脈弦，治以疏利氣機，通利小便，處方為《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沉香散

①② ①③ ②④ ③④

61 有關腰痛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最適當？①腰為腎之府，乃腎之精氣所溉之域，故內傷不外乎腎虛，

而外感風寒濕熱諸邪，以濕性黏滯，最易痺著腰部，故外感總不離開濕邪為患 ②40 歲肥胖男性，

主訴腰痛多年，腰痛只在一處，痛而有形，時有冷感，不受氣候影響，舌苔厚膩，脈滑，治以破瘀通

絡，活血止痛，處方為《醫學發明》復元活血湯 ③50 歲女性，主訴腰以下冷痛多年，重著如帶五

千錢，麻痺不仁，骨節痛，屈伸不利，天陰加重，苔白滑，脈濡緩，治以溫腎健脾，行水化濕，處方

為《傷寒雜病論》甘薑苓朮湯 ④60 歲男性，主訴腰痠隱痛 1 年，喜得按揉，遇勞加重，休息減緩，

脈細弱，治以補腎壯腰，處方為《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青蛾丸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62 62 歲男性患者，因胸痛前來求診，主述心胸痺悶，時而刺痛，疼痛部位固定不移，有時痛引肩背，

得溫痛減輕，胸口痞悶食少，腹脹，舌紫暗，苔薄白，下列辨證何者最適當？

氣虛血瘀 血虛血瘀 瘀阻心脈 瘀阻胃腸

63 有關「虛勞」的治療，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虛損不甚而又兼有積聚痰瘀等宿病者，則宿病為本，虛損為標

虛勞有新感外邪者，則新感為標，虛損為本，當急則先治標而後圖本

虛損及於脾腎者，則脾腎之損為本，他臟之損為標，治療重在脾腎

陰損及陽者，當補陽為主，補陰為輔

64 有關痙證治療原則，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邪壅經絡治以祛風散寒 熱盛動風治以滋液熄風止痙

熱盛發痙治以泄熱存津 柔痙治以和營養津

65 《內經》指出，人若見癰腫，有關其致病因子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風 寒 熱 燥

66 患者納差、腹脹、倦怠、便溏、體重大減，此患者診斷為脾證的依據，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脾主升清 脾主運化 脾主肌肉 脾藏意

67 關於望形質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肉的堅軟，可知胃氣的虛實 理的疏密，可知肝血的盈虧

肌的滑澀，可知津液的盛衰 骨的大小，可知腎氣的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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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望診中若見患者手如猿掌，拇指尖不能與小指尖接觸，則可能為下列何神經癱瘓引起？

橈神經 正中神經 尺神經 腋神經

69 舌診中關於「刮舌與揩舌」，探察的目的是為了釐清下列何者？①舌面的潤燥 ②舌質的瘀裂 ③舌

苔的鬆腐與堅歛 ④舌苔的有根與無根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70 關於紅絳舌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可見於陽亢熱盛、陰液不足

虛熱者，舌紅絳，口渴喜飲

常在外感溫熱病初起可見

絲狀乳頭萎縮或減少，蕈狀乳頭數目增多，為光滑舌

71 頭痛在巔頂，牽引頭角，自覺有氣上逆，甚則作嘔，屬於下列何經的頭痛？

太陽經 太陰經 少陽經 厥陰經

72 王先生常常容易飢餓，但又食不多或不欲食，求診於中醫。診見舌紅少苔，脈弦細，胃中灼熱感，大

便一二日一行不溏，口稍乾，則下列診斷何者最適當？

胃陰虛 胃熱 胃強脾虛 肝火犯胃

73 針對不同情境下，下列脈象之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南方地處低下，氣候偏溫，脈多細軟或數 北方地勢高，氣候偏寒，脈多表現沉實

婦女脈象多較男子濡弱而略遲 小兒，可以一指總候三部法

74 有關脈診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最早出現寸口診法的中醫典籍是《難經》

《景岳全書．脈神章論獨》說：「獨之為義，有部位之獨也，有臟氣之獨也，有脈體之獨也，部位

之獨者，謂諸部無恙，帷此稍乖，乖處藏奸，此其獨也。」

寸口診法的部位為正中動脈經過之處

《診家樞要》：「持脈之要有三：……輕手循之曰尋，重手取之曰按，不輕不重，委曲求之曰舉。」

75 關於鬱火病機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表症不解，熱勢內盛 熱邪內伏，斑疹未透

夾痰夾濕，痰火互結 暑熱中內，耗氣傷津

76 關於寒瀉臨床表現，下列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素問．至真要大論》：「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

特徵為糞便清稀如水樣，並可夾不消化食物

腹痛拒按，喜熱，四肢溫，體溫較低

苔白，脈弦緊或沉遲

77 關於氣分證，較常表現出脘腹脹悶，下列何者最適當？

氣分初熱 肺胃熱盛 氣分大熱 濕熱蘊蒸腸胃

78 有關「太陽病的主脈主症」之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頭項強痛而惡寒，脈浮

發熱，惡風，頭痛，鼻鳴乾嘔，自汗出，脈浮緩

發熱，惡寒，頭項強痛，體痛，無汗而喘，脈浮緊

發熱惡寒，頭痛，汗出而喘，脈浮數

79 關於辨別心陰虛與心火上炎，下列何者最適當？

脈細數 舌紅 心煩 失眠

80 有關脾氣虧虛進一步發展的證候，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脾不統血 脾陽虛 中氣下陷 寒濕困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