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灸学-延期讲练 1

1.手足三阴经在四肢肘膝关节以上的分布规律是

A.太阴在前，少阴在中，厥阴在后

B.太阴在前，厥阴在中，少阴在后

C.厥阴在前，太阴在中，少阴在后

D.少阴在前，厥阴在中，太阴在后

E.厥阴在前，少阴在中，太阴在后

2.从耳后，入耳中……至目外眦之下的经脉是

A.足阳明胃经

B.足太阳膀胱经

C.足少阳胆经

D.手少阳三焦经

E.手太阳小肠经

3.分布于胸腹第二侧线的经脉是

A.足少阴肾经

B.足太阴脾经

C.足阳明胃经

D.足厥阴肝经

E.足少阳胆经

4.相互衔接的阴经与阴经的循行交接部位是

A.头面部

B.肘膝部

C.胸部

D.腹部

E.手足末端

5.六阳经中，除哪项外，均与目内眦或目外眦发生联系

A.手少阳

B.手太阳

C.手阳明

D.足阳明

E.足少阳

6.足少阴肾经与手厥阴心包经的循行交接部位是

A.肺内

B.腹中

C.胸中

D.心中

E.目旁

7.手少阳三焦经与足少阳胆经的循行交接部位是

A.鼻旁

B.目外眦

C.目内眦

D.无名指端

E.足小趾端

8.足三阳经的循行走向规律是



A.从胸走手

B.从足走头

C.从头走足

D.从足走胸

E.从胸走足

9.相表里的阴经与阳经的循行交接部位是

A.心中

B.胸中

C.腹中

D.头面部

E.手足末端

（10～11 题共用备选答案）

A.0.5 寸

B.2.5 寸

C.2 寸

D.4 寸

E.6 寸

10.足太阴脾经在腹部的循行旁开正中线

11.足少阴肾经在胸部的循行旁开正中线

（12～1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面色少华，精神尚好

B.脘腹胀满，舌苔厚腻

C.形体消瘦，精神萎靡

D.腹痛拒按，嗳气泛酸

E.神疲肢倦，大便不调

12.积滞的主要症状有不思乳食，伴见

13.疳证的主要症状有不思乳食，伴见

14.下列各项中，被称为“一源三歧”的是

A.任脉、督脉、带脉

B.任脉、督脉、冲脉

C.任脉、冲脉、带脉

D.任脉、督脉、阴跷脉

E.任脉、督脉、阴维脉

15.被称为“十二经之海”的是

A.任脉

B.督脉

C.带脉

D.冲脉

E.阴维脉

16.下列关于奇经八脉的叙述，错误的是

A.任脉总任六阴经

B.阳跷脉调节肢体运动

C.冲脉涵蓄十二经气血

D.阳维脉总督六阳



E.阴跷脉司眼睑开合

（17～18 题共用备选答案）

A.任脉

B.带脉

C.冲脉

D.督脉

E.跷脉

17.司眼睑开合的经脉是

18.约束纵行诸脉的经脉是

19.下列关于络脉的叙述，错误的是

A.任脉别络散布于腹部

B.督脉别络散布于头部

C.脾之大络散布于全身

D.大肠经之络脉走向肺经

E.心经络脉走向小肠经

20.下列对于经筋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A.循行均起始于四肢末端

B.足三阴经筋起于足趾

C.具有结、聚、散、落的特点

D.手三阴经筋起于胸

E.行于体表，不入内脏

21.下列各项中，对经筋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A.其循行均起始于四肢末端

B.行于体表，不入内脏

C.有刚筋、柔筋之分

D.手三阴经筋起于贲

E.足三阴经筋起于足趾

22.以下哪项不属于《四总穴歌》的内容

A.腰背委中求

B.肚腹三里留

C.胸胁内关谋

D.面口合谷收

E.头项寻列缺

23.最新国家标准规定的经穴数是

A.354 个

B.365 个

C.361 个

D.362 个

E.359 个

24.下列关于奇穴的描述，错误的是

A.有固定名称和位置

B.对某些病证有特殊疗效

C.分布都不在十四经循行路线上

D.某些奇穴是多个穴点的组合



E.不归属于十四经

25.有关阿是穴，叙述不正确的是

A.又称为天应穴

B.无固定名称

C.无固定位置

D.可治疗局部病痛

E.只有一个穴位

26.下列各项，属于腧穴远治作用的是

A.睛明治疗眼病

B.下脘治疗胃痛

C.定喘治疗咳喘

D.合谷治疗五官病

E.听宫治疗耳鸣

27.下列各项，属于腧穴特殊作用的是

A.睛明治疗眼病

B.下脘治疗胃痛

C.大椎退热

D.合谷治疗五官病

E.听宫治疗耳鸣

28.足少阳胆经的主治特点是

A.前头、鼻、口齿病

B.前头、口齿、胃肠病

C.侧头、胁肋、耳、胆病

D.后头、肩胛病、神志病

E.后头、背腰病

29.手阳明大肠经的主治特点是

A.前头、咽喉病、胃肠病

B.侧头、胁肋病

C.侧头、耳病，胁肋病

D.前头、鼻、口齿病

E.后头、神志病

30.足三阴经主治相同的是

A.肝病、脾胃病

B.肾病、脾胃病

C.肝、脾、肾病

D.妇科病、脾胃病

E.腹部病、妇科病

31.足太阳膀胱经的主治特点是

A.后头、肩胛病，神志病

B.后头、背腰病，脏腑病

C.侧头、耳病，胁肋病

D.前头、鼻、口齿病

E.前头、口齿、胃肠病

32.手三阳经的共同主治病证是



A.胸部病、神志病

B.咽喉病、热病

C.神志病、热病

D.前阴病、妇科病

E.神志病、脏腑病、妇科病

33.合穴多位于

A.指、趾末端

B.肘膝关节附近

C.掌指、跖趾关节附近

D.掌指、跖趾关节之前

E.掌指、跖趾关节之后

34.输穴多位于

A.指、趾末端

B.肘膝关节附近

C.掌指、跖趾关节附近

D.掌指、跖趾关节之前

E.掌指、跖趾关节之后

35.下列特定穴中，不位于肘膝关节以下部位的是

A.原穴

B.十二经脉络穴

C.下合穴

D.五输穴

E.八会穴

36.阴经之原穴与五输穴中的哪个穴为同一个穴位

A.井穴

B.荥穴

C.输穴

D.经穴

E.合穴

37.脏腑之气汇聚于胸腹部的腧穴称为

A.原穴

B.络穴

C.募穴

D.五输穴

E.八会穴

38.下列穴位中，既是输穴，还是八会穴的是

A.太冲

B.太渊

C.太溪

D.神门

E.公孙

39.股骨大转子至腘横纹的骨度分寸是

A.14 寸

B.15 寸



C.16 寸

D.18 寸

E.19 寸

40.根据骨度分寸定位法，脐中至耻骨联合上缘的长度是

A.5 寸

B.7 寸

C.8 寸

D.9 寸

E.2 寸

41.体现“经脉所过，主治所及”腧穴治疗规律是

A.对症选穴

B.辨证选穴

C.远部选穴

D.近部选穴

E.辨病选穴

42.下列哪项属于近部选穴

A.头痛取膈俞

B.脱肛取百会

C.咳嗽取列缺

D.鼻病选迎香

E.鼻病选合谷

43.多用于治疗本经循行部位及所属脏腑急性病证的特定穴是

A.原穴

B.络穴

C.合穴

D.郄穴

E.背俞穴

44.手阳明大肠经的募穴是

A.中脘

B.膻中

C.期门

D.天枢

E.中极

45.手太阴肺经的荥穴是

A.少商

B.太渊

C.鱼际

D.列缺

E.孔最

46.主客原络配穴指的是

A.先病经脉的原穴与后病的相表里经脉的络穴相配合

B.后病经脉的原穴与先病的相表里经脉的络穴相配合

C.阴经的原穴与后病的相表里阳经的络穴相配合

D.阳经的原穴与后病的相表里阴经的络穴相配合



E.同一条经脉的原穴与络穴相配合

47.足厥阴肝经的合穴是

A.水泉

B.曲泉

C.曲泽

D.阴谷

E.膝关

48.下列腧穴中，大肠的下合穴是

A.合谷

B.下巨虚

C.天枢

D.上巨虚

E.曲池

49.治疗急性胃痛应首选的腧穴是

A.梁门

B.梁丘

C.内庭

D.上巨虚

E.下巨虚

50.下列腧穴中，小肠的募穴是

A.下脘

B.中脘

C.关元

D.水道

E.天枢

51.阴陵泉穴的特定穴属性是

A.原穴

B.合穴

C.经穴

D.郄穴

E.络穴

52.既为脾经络穴又属于八脉交会穴的是

A.公孙

B.丰隆

C.后溪

D.列缺

E.阴陵泉

53.下列腧穴中，肾的募穴是

A.天池

B.膻中

C.京门

D.鸠尾

E.极泉

54.后溪穴是手太阳小肠经的



A.荥穴

B.输穴

C.经穴

D.络穴

E.郄穴

55.下列腧穴中，三焦的募穴是

A.中极

B.关元

C.气海

D.神阙

E.石门

56.足少阴肾经的络穴是

A.涌泉

B.然谷

C.太溪

D.复溜

E.大钟

57.足少阳胆经的井穴是

A.足窍阴

B.大敦

C.厉兑

D.侠溪

E.足临泣

58.下列郄穴所属经脉错误的是

A.阳交—阳跷脉

B.交信—阴跷脉

C.阴郄—心经

D.郄门—心包经

E.中都—肝经

59.八脉交会穴中通于阴维脉的是

A.列缺

B.内关

C.照海

D.公孙

E.大陵

60.八会穴之血会是

A.太渊

B.绝骨

C.中脘

D.章门

E.膈俞

61.既属于八会穴又属于下合穴的腧穴是

A.委中

B.委阳



C.阳陵泉

D.足三里

E.太渊

（62～6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原穴

B.络穴

C.郄穴

D.下合穴

E.背俞穴

62.治疗五脏病常选用

63.治疗表里经同病常选用

（64～65 题共用备选答案）

A.丘墟

B.大杼

C.悬钟

D.膈俞

E.章门

64.八会穴中的髓会是

65.八会穴中的脏会是

66.在腕前区，桡骨茎突与舟状骨之间，拇长展肌腱尺侧凹陷中的穴位是

A.大陵

B.太渊

C.阳溪

D.鱼际

E.阳池

67.孔最穴位于尺泽穴与太渊穴连线上，腕横纹上

A.4 寸处

B.5 寸处

C.6 寸处

D.7 寸处

E.8 寸处

68.手太阴肺经的起止穴是

A.少商、中府

B.中府、少商

C.商阳、中府

D.中府、商阳

E.商阳、迎香

69.治疗咯血、鼻衄首选的腧穴是

A.孔最

B.太渊

C.列缺

D.尺泽

E.少商

70.治疗齿痛、项强首选的腧穴是



A.孔最

B.太渊

C.列缺

D.尺泽

E.少商

71.在肘横纹中，肱二头肌腱桡侧凹陷处的腧穴是

A.小海

B.少海

C.曲泽

D.尺泽

E.曲池

72.下列腧穴中，可以治疗胆道蛔虫症的是

A.商阳

B.合谷

C.阳溪

D.手三里

E.迎香

73.臂外展或平举时，肩部出现两个凹陷，当肩峰前下方凹陷处的穴位是

A.肩髎

B.肩贞

C.肩髃

D.肩中俞

E.肩外俞

74.太溪穴是定位是

A.在踝区，外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

B.在踝区，内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

C.在踝区，内踝下方的凹陷处

D.在踝区，外踝下方的凹陷处

E.在踝区，内踝与胫骨前肌腱之间的凹陷处

75.肩髃穴归属的经脉是

A.手阳明大肠经

B.手太阴肺经

C.手太阳小肠经

D.手少阳三焦经

E.手厥阴心包经

76.通里的定位是在

A.腕掌侧远端横纹上，尺侧腕屈肌腱桡侧缘

B.腕掌侧远端横纹上 0.5 寸，尺侧腕屈肌腱桡侧缘

C.腕掌侧远端横纹上 1 寸，尺侧腕屈肌腱桡侧缘

D.腕掌侧远端横纹上 1.5 寸，尺侧腕屈肌腱桡侧缘

E.腕掌侧远端横纹上 2 寸，尺侧腕屈肌腱桡侧缘

77.下列腧穴中，治疗足心热的是

A.太冲

B.行间



C.大敦

D.侠溪

E.涌泉

78.下列腧穴中，善治头面诸疾的是

A.商阳

B.二间

C.合谷

D.阳溪

E.曲池

79.下列属于胆经腧穴的是

A.血海

B.阴陵泉

C.足三里

D.隐白

E.瞳子髎

80.可治疗小儿惊风的选穴是

A.悬钟

B.风市

C.阳陵泉

D.环跳

E.足临泣

81.手厥阴心包经的原穴是

A.大陵

B.神门

C.间使

D.内关

E.太渊

82.既能治疗肠腑病，又能治疗妇科病的腧穴是

A.归来

B.足三里

C.丰隆

D.天枢

E.内庭

83.下关穴所属的经脉是

A.手太阴肺经

B.手阳明大肠经

C.足阳明胃经

D.足太阴脾经

E.手少阴心经

84.位于第 9 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的腧穴是

A.膀胱俞

B.大肠俞

C.肝俞

D.胃俞



E.肾俞

85.手太阳小肠经的郄穴是

A.会宗

B.梁丘

C.养老

D.阳交

E.金门

86.经脉循行“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者是以

下哪条经脉

A.足少阳胆经

B.足少阴肾经

C.手阳明大肠经

D.手少阳三焦经

E.手太阳小肠经

87.下列哪组腧穴被称为“四关”穴

A.内关、外关

B.合谷、太冲

C.曲池、足三里

D.外关、阳陵泉

E.尺泽、委中

88.十宣穴的定位是

A.在足背侧，第 1 至第 5趾间，趾蹼缘后方赤白肉际处

B.在手背侧，当第 2、3 掌骨间，指掌关节后约 0.5 寸处

C.在手背侧，微握拳，第 1 至第 5指间，指蹼缘后方赤白肉际处

D.在第 2 至第 5指掌侧，近端指关节的中央

E.在手十指尖端，距指甲游离缘 0.1 寸

89.以下腧穴中，善于治疗痴呆的腧穴是

A.然谷

B.大钟

C.太溪

D.阴谷

E.复溜

90.间使穴位于前臂前区，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腕掌侧远端横纹上

A.5 寸

B.4 寸

C.3 寸

D.2 寸

E.1 寸

91.在腹部，脐中旁开 0.5 寸的腧穴是

A.膏肓

B.气海

C.大横

D.肓俞

E.天枢



（92～93 题共用备选答案）

A.郄门

B.神门

C.曲泽

D.通里

E.阴郄

92.位于腕横纹尺侧端，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的腧穴是

93.位于腕横纹上 5 寸，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的腧穴是

（94～95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手太阴肺经

B.手少阴心经

C.足太阴脾经

D.足少阴肾经

E.足厥阴肝经

94.太冲穴归属的经脉是

95.太渊穴归属的经脉是

（96～97 题共用备选答案）

A.商丘

B.丘墟

C.照海

D.申脉

E.然谷

96.在踝区，外踝尖直下，外踝下缘与跟骨之间凹陷中的腧穴是

97.在踝区，内踝尖下 1 寸，内踝下缘边切迹凹陷中腧穴是

（98～99 题共用备选答案）

A.滞产

B.痛经

C.丹毒

D.呃逆

E.便秘

98.次髎穴的主治病证是

99.委中穴的主治病证是

参考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C C C C B C E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C B D D E B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D C E D C C D 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B B E E C C B E A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D D D C A B D B C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B A C B E E A A B E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C E B C E B D B A C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D E C B A C E C E C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A D C C C D B E B C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D B A E A D C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