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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中藥方劑劑型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丸劑吸收緩慢，藥力持久，故不作急救用途

湯劑的特點是吸收快，能迅速發揮療效

蜜丸性質柔潤，適用於慢性病

煎膏又稱膏滋，適合久病體虛者服用

2 有關《傷寒論》麻杏石甘湯之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主治風熱襲肺，亦可治風寒鬱而化熱，壅遏於肺

臨證用本方，有汗是其必要之證

方中石膏用量倍於麻黃，可清肺而不留邪

用法為先煮麻黃去上沫，再內諸藥煎煮

3 有關方劑之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最適宜？①《傷寒論》麻杏石甘湯與《攝生眾妙方》定喘湯之組成

均含麻黃、杏仁、甘草 ②麻杏石甘湯證為風寒外束後，痰熱內蘊；定喘湯證為風寒化熱，壅遏於肺 

③麻杏石甘湯有清肺平喘的功用；定喘湯有宣肺降氣的功用

僅①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4 下列何種情況，最不宜使用解表法治療？

瘡瘍初起且有惡寒發熱 斑疹隱而不透

汗出如油 腰以上水腫

5 患者證見發熱，微惡風寒，無汗，頭痛，口乾渴，咳嗽，咽痛等，其脈浮數，苔薄黃，舌尖紅。使用

下列何方劑最適宜？

《傷寒六書》再造散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參蘇飲

《溫病條辨》銀翹散 《醫學心悟》加味香蘇散

6 關於祛痰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痰指體內水濕津液代謝異常，停聚而成的病理產物，可分為有形痰與無形痰

祛痰法即以化、滌、吐等方式，來祛除痰涎、治療痰症的方式

燥濕化痰、清熱化痰、潤燥化痰等都是常用治痰法

葶藶子、貝母、杏仁都是溫化寒痰方劑中常見藥物

7 關於《內外傷辨惑論》生脈散主治之敘述，下何者最不適宜？

溫熱病，汗出，煩躁，脈洪數 久咳少痰，氣短自汗，脈虛數

心悸、胸悶、口乾思飲，脈結代 夏日汗多，體倦氣短，口渴，脈虛細

8 關於《小兒藥證直訣》六味地黃丸之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丹皮配山茱萸瀉肝火 加麥門冬為《醫宗己任》都氣丸

能治消渴 澤瀉配熟地能瀉腎降濁

9 下列何者不屬於《脾胃論》補中益氣湯與《景岳全書》舉元煎共有的藥物？

柴胡 黃耆 人參 升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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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脾胃論》補中益氣湯與《濟生方》歸脾湯之比較，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兩方同用人參、黃耆、白朮、甘草

補中益氣湯是補氣藥配伍升陽舉陷藥，意在補氣升提，復其升清降濁之功

歸脾湯是補氣藥配伍養心安神藥，意在益心脾，復其生血統血之職

補中益氣湯主治發熱自汗出，氣虛乏力，舌淡，脈虛大無力之氣虛發熱證；歸脾湯主治勞倦內傷，

氣弱血虛，陽浮外越，脈洪大而虛，重按無力之血虛發熱證

11 有關《溫病條辨》清營湯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宜？

本方治療之患者，其身熱以夜間較明顯 身熱，苔白滑者適宜本方

本方治療以養陰增液為主 治療患者以身熱神昏，脈洪大為主證

12 下列那一個清熱方劑的組方藥物中未包括黃連或黃芩？

《傷寒論》白頭翁湯 《保命集》芍藥湯

《小兒藥證直訣》瀉黃散 《疫疹一得》清瘟敗毒飲

13 關於《聖濟總錄》天臺烏藥散的方義與證治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主治小腸疝氣

此足厥陰、手少陰藥也

烏藥散膀胱冷氣，消腫止痛；良薑、茴香散寒暖腎

巴豆斬關奪門，破血瘕寒積。川楝導小腸邪熱，因小便下行

14 關於《醫學入門》固經丸的組成與證治，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主治陰虛內熱所致的經行不止，與崩中漏下

龜板滋陰降火益腎，白芍斂陰養血以柔肝

地骨皮與黃柏以清陰分內熱，瀉火以止血

椿根白皮以固經止帶，燥濕清熱

15 下列方劑組成中含有生地黃、木通、甘草等藥材之方劑有幾項？①《疫疹一得》清瘟敗毒飲 ②《醫

方集解》龍膽瀉肝湯 ③《小兒藥證直訣》導赤散 ④《外科正宗》消風散 ⑤《蘭室秘藏》清胃散

 1  2  3  4

16 臨床上治療滑精，遺尿，久瀉，失眠或帶下諸證，除以補益與收斂固濇為主之外，經常使用蓮子、遠

志或茯苓等藥以交通心腎加強療效，下列方劑何者之組方未運用此法？

《本草衍義》桑螵蛸散 《醫方集解》金鎖固精丸

《攝生祕剖》天王補心丹 《醫方集解》治濁固本丸

17 下列藥物（半夏，黃連，黃芩，人參，大棗，乾薑，生薑，炙甘草）共同組成《傷寒論》何方劑？

半夏瀉心湯 黃連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18 患者感冒 3 天後出現惡熱、不惡寒，蒸蒸發熱，心煩譫語，腹脹，大便燥，小便數而色赤、舌紅苔黃，

脈滑數。治宜以下列何者？

大黃、厚朴、枳實 大黃、芒硝、甘草

大黃、芒硝、甘遂 大黃、厚朴、枳實、芒硝

19 下列何者不是《外科全生集》陽和湯的組成之一？

熟地、鹿角膠 肉桂、薑炭 麻黃、白芥子 阿膠、芍藥

20 《攝生眾妙方》定喘湯之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主治風寒外束，痰熱內蘊

以麻黃、白果為主藥（君藥）

白果可防麻黃辛散太過而耗傷肺，並以其收增強其平喘之作用

以桑葉、黃芩之苦寒，清瀉肺熱，止咳平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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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神閉昏厥證經常伴隨抽搐痙攣，因此會配伍使用重鎮效力較強的礦物類藥物，下列那個處方含有最多

種類的礦物藥？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至寶丹 《外臺秘要》紫雪丹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蘇合香丸 《溫病條辨》安宮牛黃丸

22 關於《醫林改錯》血府逐瘀湯之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血府乃以膈膜低處如池，滿腔存血而命名之

此方以活血化瘀為主，故以當歸、川芎、赤芍、桃仁、紅花為主藥（君藥）

桔梗、枳殼配伍一升一降，開胸行氣

牛膝祛瘀通血脈，引血熱下行；丹皮則涼血活血，共為佐藥

23 下列何者為《時方歌括》丹參飲之組成？

川七、川芎、檀香 丹參、桃仁、紅花

川七、檀香、丹參 丹參、檀香、砂仁

24 下列那個方劑，沒有使用生薑？

《金匱要略》橘皮竹茹湯 《傷寒論》旋覆代赭湯

《金匱要略》大半夏湯 《症因脈治》丁香柿蒂湯

25 下列何者為《金匱要略》桂枝茯苓丸組成？

桂枝、茯苓、牡丹皮、桃仁、紅花、白芍 桂枝、茯苓、當歸、桃仁、白芍、紅花

桂枝、茯苓、牡丹皮、桃仁、白芍、白蜜 桂枝、茯苓、牡丹皮、桃仁、白芍、炙甘草

26 有關《攝生秘剖》天王補心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用遠志、石菖蒲養心安神，交通心腎

五倍子益氣歛陰安神

酸棗仁養心安神，用量最重，為方中主要藥物

生地黃、當歸身酒洗，滋腎補陰，養血以制火

27 下列何者為丁香柿蒂散《症因脈治》之組成？

丁香、甘草 人參、生薑 柿蒂、木香 人參、半夏

28 關於《華氏中藏經》五皮散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其組成為生薑皮、陳皮、地骨皮、大腹皮、桑白皮

製法為將藥物打成粗粉後，每服方寸匕

其功效為健脾除溼，活血利水

為治療皮水的代表方

29 由益智仁、萆薢、石菖蒲、烏藥所組成方，下列何者為其功用？

溫腎健脾，通竅安神 溫陽健脾，行氣利水

溫陽利水，行氣健脾 溫腎利濕，化濁分清

30 脾陽虛致水濕內停，若兼氣滯腹脹者，以溫陽祛寒與利水滲濕藥物為主，配伍行氣藥如厚朴、大腹皮、

木香等使氣行水行。符合上述法則的方劑為何？

《傷寒論》真武湯 《霍亂論》蠶矢湯

《重訂嚴氏濟生方》實脾散 《霍亂論》連朴飲

31 有關木瓜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為治療濕腳氣《證治準繩》雞鳴散的組成之一

性溫味酸，功效為舒筋，化濕和胃

為《霍亂論》蠶矢湯的組成之一

本品不具消食作用，與熱帶水果番木瓜為不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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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八正散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主治濕熱淋證 以萹蓄、萆薢利水通淋

以燈心草作為藥引，導熱下行 以麵裹煨大黃泄熱降火

33 下列方劑中，何者不含有陳皮？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平胃散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藿香正氣散

《蘭氏秘藏》當歸拈痛湯 《朱氏類編集驗方》雞鳴散

34 24 歲患者，暑天求診，自覺怕冷怕風，無汗頭痛，胸煩口渴，舌苔白膩，脈浮而數，治以下列何方最

適宜？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香薷飲 《傷寒論》麻黃湯

《內外傷辨惑論》生脈散 《傷寒直格》六一散

35 關於保和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半夏、陳皮行氣降逆和胃止嘔，為本方之君藥

若兼見脾虛，可加白朮，即為《丹溪心法》之大安丸，主治食積兼脾虛或小兒食積

兼見大便秘結者，可去茯苓加大黃以瀉下通便

若食積化熱者，可加黃連、黃芩

36 《婦人良方大全》仙方活命飲之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肺系疾病兼咳喘者，如見膿瘍，亦可使用

舌質淡，需加強清熱解毒消腫之力

舌苔厚膩，服藥後噁心感，可能為乳香、沒藥等藥物之故

癰瘍兼見大便閉結，亦可使用

37 下列關於《慎齋遺書》百合固金湯之敘述，正確者有幾項？①百合滋陰清熱，潤肺止咳，藥量最重 

②可治肺腎陰虛、虛火上炎之咯血 ③與《重樓玉鑰》養陰清肺湯共有之藥物有 6 項 ④組成有遠

志、桔梗 ⑤組成有生地、麥門冬

 1  2  3  4

38 以惡寒、發熱、無汗，脘腹冷痛，胸腹脹滿，舌苔白膩，脈沉遲為主證，治宜下列何方？

《醫原》藿朴夏苓湯 《宣明論方》防風通聖散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五積散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不換金正氣散

39 《內外傷辨惑論》枳實導滯丸以下列何藥為方中主（君）藥？

枳實 大黃 神麴 黃芩

40 《證治準繩》健脾丸的組成中，主要的三味消食藥物，下列選項何者正確？①雞內金 ②穀芽 ③山

楂 ④神麴 ⑤麥芽 ⑥萊菔子

①②④ ①⑤⑥ ②③⑥ ③④⑤

41 能宣散風熱、透疹、疏解肝鬱，下列何藥物最適宜？

桑葉 菊花 薄荷 蟬蛻

42 能用於水腫、腳氣，具舒筋活絡及化濕和胃功效，下列何藥物最適宜？

蠶砂 木通 木瓜 絡石藤

43 有關紫蘇葉、梗之應用，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感冒風寒，頭痛鼻塞，胸悶不舒 胎氣不和，胸腹痞悶，脘腹疼痛

脾胃氣滯，痰盛咳喘，噁心嘔吐 欬逆上氣，氣弱表虛，腸燥便秘

44 下列何者非麻黃的應用？

與桂枝相須為用，增強發汗解表 能開宣肺氣，散風寒而平喘

用於水腫而兼有表證 用於心脾陽虛，水濕內停而致的痰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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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用於夏季乘涼、飲冷或暑濕感冒，下列何藥最適宜？

荊芥 桑葉 香薷 薄荷

46 厚朴用於中焦虛寒脹滿的治療，最適宜與那些藥合用？

蒼朮、陳皮 大黃、枳實 黃芩、白芍 人參、生薑

47 可以利小便，還能用於皮膚濕疹發癢，下列何組藥物最適宜？

萹蓄、地膚子 通草、冬葵子 瞿麥、燈心草 赤小豆、車前子

48 下列何藥對濕熱痢疾瀉泄兼有裏急後重，腹部脹悶者最適當？

黃芩 厚朴 白頭翁 木香

49 最常配伍用於腎不納氣之虛喘，下列何者最適宜？

檀香 香附 沉香 木香

50 有關冬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皮：利水消腫 子：治療肺膿瘍、腸癰的輔助藥

子：治療淋濁帶下 子：斂肺平喘

51 性味：苦，寒。去心熱，益肝膽，厚腸胃；用治骨蒸勞熱，五心煩熱，下列何藥物最適宜？

胡黃連 黃連 黃芩 黃柏

52 多服龍膽草，下列何敘述最適宜？

損胃氣 消腎氣 耗心氣 傷肺氣

53 射干散血消痰，為治下列何病之要藥？

清暑袪濕 金瘡、杖瘡 小兒驚疳 喉痹咽痛

54 清心解熱，利痰涼驚，通竅辟邪，治中風入臟，驚癇口噤，下列何藥最適宜？

磁石 羚羊角 牛黃 代赭石

55 可腐蝕贅疣，截瘧，下列何者最適宜？

薏苡仁 鴉膽子 常山 柴胡

56 水蛭功能，具有破血逐瘀，與下列何者最適宜？

涼血祛風 搜風通絡 通經 降逆止嘔

57 降真香具有活血行瘀，止血定痛的功效，與下列何者最適宜？

和中止嘔 通經下乳 清熱解毒 涼血止血

58 吳茱萸臨床應用，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宜？

肝熱犯胃，嘔吐吞酸 痞滿噎膈，食積瀉痢

口舌生瘡，氣逆裏急 血痹陰疝，血虛有火

59 關於虎杖功效的描述，下列何者最適宜？

行血補血，舒筋活絡 清熱解毒，散瘀止痛

通經下乳，消腫排膿 活血止痛，化瘀止血

60 三七治瘀諸證，為下列何證要藥？

經產 消渴 痿痹 杖瘡

61 下列何藥物最不適宜與丹參同用？

川芎 延胡索 藜蘆 雞血藤

62 蜂蜜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宜？

肺虛久咳、乾咳、咽乾 濕熱積滯

胸悶痞脹 便溏、泄瀉者

63 石斛的功能，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清心火 益胃陰 清虛熱 滋腎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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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具有滋陰潤肺，補脾益氣之功能，下列何者最適宜？

天門冬 百合 黃精 麥門冬

65 龍眼肉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補心脾 益氣血 生津止渴 養血安神

66 陽虛兼有寒濕之證，下列何者最適宜？

鹿茸 菟絲子 補骨脂 巴戟天

67 下列何藥能燥濕健脾，又能用於黃疸濕痹者？

金錢草 萆薢 茵陳 白朮

68 石菖蒲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辛、苦，涼。歸心、肝、胃經

開竅寧神、醒神益智、豁痰、化濕和胃

具有芳香化濁開竅、益心智、寧心安神之功

陰虛陽亢、煩躁汗多、咳嗽、吐血、精滑者慎服

69 有活血化瘀的功效，是製造香水的原料之一，能促進子宮收縮，初期懷孕的孕婦使用，子宮過度收縮

可能導致流產，下列何藥最適宜？

石菖蒲 蘇合香 冰片 麝香

70 治療神昏竅閉因於寒者，下列那些藥物適合？①麝香 ②蘇合香 ③冰片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71 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宜？

麝香常與冰片用於熱閉的神昏痙厥 冰片用於神昏痙厥及瘡瘍等證

蘇合香多用於熱閉的中風痰厥 石菖蒲用於風寒濕痹證

72 全蠍除了息風止痙、解毒散結外，下列何者最適宜？

通絡止痛 化痰開竅 清熱解毒 清熱平肝

73 治療癭瘤、瘰癧，常配海藻、夏枯草等，有平肝潛陽又能軟堅散結，下列何者最適宜？

黃藥子 牡蠣 代赭石 乳香

74 有關蜂蜜的功效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補中緩急 潤肺止咳 滑腸通便 養血斂陰

75 性味：辛，溫。具澀腸止瀉、溫中行氣之功能，下列何藥物最適宜？

椿皮 訶子 肉豆蔻 金櫻子

76 具湧吐風痰，驅蟲之功能，其治療劑量與中毒劑量很接近，下列何藥物最適宜？

常山 斑蝥 射干 藜蘆

77 下列何藥具有消食化積、活血散瘀的功效，並可搭配小茴香、橘核等藥物來治療疝氣、偏墜脹痛？

山楂 麥芽 穀芽 神麯

78 性味辛，熱，且有驅蟲功效，下列何者最適宜？

百部 鶴蝨 花椒 雷丸

79 下列關於黃芩的敘述，何者最不適宜？

清熱多用生黃芩 安胎可用炒黃芩

清上焦熱可用酒黃芩 枯芩善清大腸火

80 有關麝香的敘述，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為鹿科動物麝、馬麝或原麝的成熟雌體香囊（麝腺）的乾燥分泌物

用於心腹暴痛、跌打損傷及痹證諸痛

用於胎死腹中或胞衣不下等證

能行血分之滯，有活血散結，消腫止痛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