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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网中医内科主治《答疑周刊》2024 年第 13期 

问题索引： 

1. 气随津脱的理论依据是？ 

2. 伤寒误泻下，出现心下满而硬痛者，治宜选用的方剂是？ 

3. 具有温中降逆，温肾助阳功效的药物是？ 

 

具体解答： 

1. 气随津脱的理论依据是 

A. 气能生津 

B. 津能生气 

C. 气能摄津 

D. 津能载气 

E. 气能行津 

【答案】 D 

【解析】津能载气：津液亦是气运行的载体。在脉外之气的运行必须依附于

津液，不会漂浮失散而无归。如果津液丢失过多，必定导致气的损耗。如暑热病

邪伤人，大汗出，不仅伤津耗液，而且气亦随汗液外泄，出现少气懒言、体倦乏

力的气虚表现。所以当大汗、大吐、大泻等导致津液大量丢失时，气亦随之大量

外脱，[医学教育网原创]形成“气随津脱”之危候，故曰：“吐下之余，定无完

气。” 

 

 

2. 伤寒误泻下，出现心下满而硬痛者，治宜选用的方剂是 

A.小柴胡汤 

B.小陷胸汤 

C.大陷胸汤 

D.半夏泻心汤 

E.旋覆代赭汤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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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

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

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医学教育网原创]但满而不痛者，

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也，宜半夏泻心汤。 

3. 具有温中降逆，温肾助阳功效的药物是 

A.细辛 

B.花椒 

C.丁香 

D.小茴香 

E.高良姜 

【答案】 C 

【解析】丁香功效：温中降逆，散寒止痛，[医学教育网原创]温肾助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