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骨伤科学基础-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国大学MOOC慕课答案

第一章骨伤科发展简史单元作业

第一章骨伤科发展简史单元测验

1、单选题：新石器时代已产生的外科手术器械为
选项：
A、曲针
B、小针刀
C、铍针
D、砭镰
E、手术刀
参考：【砭镰】

2、单选题：新时期时代已出现的外伤科名医是
选项：
A、神农
B、黄帝
C、俞跗
D、黄帝
E、扁鹊
参考：【俞跗】

3、单选题：解剖一词最早出现在
选项：
A、黄帝内经
B、诸病源候论
C、五十二病方
D、世医得效方
E、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参考：【黄帝内经】

4、单选题：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骨伤科专著是
选项：
A、肘后备急方
B、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C、五十二病方
D、吕氏春秋
E、刘娟子鬼遗方
参考：【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5、单选题：“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出自
选项：
A、损伤妙方
B、正体类要



C、正骨心法要旨
D、诸病源候论
E、肘后救卒方
参考：【正体类要】

6、多选题：骨伤科基础理论形成时期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书有
选项：
A、黄帝内经
B、证治准绳
C、五十二病方
D、吕氏春秋
E、损伤妙方
参考：【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吕氏春秋】

7、多选题：《礼记·月令》将损伤分为
选项：
A、伤
B、创
C、折
D、断
E、离
参考：【伤#创#折#断】

8、多选题：关于《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描述正确的有
选项：
A、分述了骨折、脱位、内伤
B、首创了椅背复位法复位肩关节脱位
C、首创了手术缝合用的“曲针”
D、提出了复位、夹板固定、内外用药和功能锻炼的治疗大法
E、首创了夹板固定
参考：【分述了骨折、脱位、内伤#首创了椅背复位法复位肩关节脱位#提出了复位、夹板固定、内外用
药和功能锻炼的治疗大法】

9、多选题：属于《正骨心法要旨》提出的正骨八法的有
选项：
A、抖
B、提
C、按
D、摸
E、端
参考：【提#按#摸#端】

10、多选题：《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一书提出的治疗骨折的原则有
选项：
A、动静结合
B、筋骨并重
C、内外兼治



D、医患合作
E、针药并用
参考：【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合作】

第二章损伤的分类与病因单元作业

第二章损伤的分类与病因单元测验

1、单选题：新伤是指（ ）周以内发生的损伤
选项：
A、1-2周
B、1-3周
C、2-3周
D、2-4周
E、1周
参考：【2-3周】

2、单选题：患者自高出坠落，臀部着地，发生了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主要的病因是
选项：
A、直接暴力
B、间接暴力
C、肌肉强烈收缩
D、持续劳损
E、拼力岔气
参考：【间接暴力】

3、单选题：患者长时间步行后引起第2跖骨骨折，其主要的病因是
选项：
A、直接暴力
B、间接暴力
C、肌肉强烈收缩
D、持续劳损
E、拼力岔气
参考：【持续劳损】

4、单选题：跌倒时手掌心着地，老年人容易发生的骨折是
选项：
A、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
B、前臂骨折
C、肱骨髁上骨折
D、肱骨干骨折
E、肘关节脱位
参考：【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

5、单选题：姚明左脚踝的骨折的原因是
选项：
A、直接暴力



B、间接暴力
C、持续劳损
D、肌肉强烈收缩
E、拼力岔气
参考：【持续劳损】

6、多选题：按照损伤的部位，损伤分为
选项：
A、内伤
B、外伤
C、上肢损伤
D、下肢损伤
E、脊柱损伤
参考：【内伤#外伤】

7、多选题：按照损伤发生过程中和外力作用的性质，可将损伤分为
选项：
A、陈旧性损伤
B、新鲜损伤
C、急性损伤
D、慢性损伤
E、内脏损伤
参考：【急性损伤#慢性损伤】

8、多选题：根据受伤部位的皮肤或粘膜是否破损，分为
选项：
A、开放性损伤
B、骨折
C、脱位
D、筋伤
E、闭合性损伤
参考：【开放性损伤#闭合性损伤】

9、多选题：以下疾患属于损伤的有
选项：
A、骨肿瘤
B、骨疽
C、骨折
D、脱位
E、筋伤
参考：【骨折#脱位#筋伤】

10、多选题：下列属于损伤外因的有
选项：
A、外力伤害
B、局部解剖结构
C、职业工种



D、邪毒感染
E、外感六淫
参考：【外力伤害#邪毒感染#外感六淫】

11、多选题：容易形成病理性骨折的有
选项：
A、骨肿瘤
B、先天性脆骨病
C、骨髓炎
D、骨结核
E、糖尿病
参考：【骨肿瘤#先天性脆骨病#骨髓炎#骨结核#糖尿病】

12、多选题：下列属于外力伤害的有
选项：
A、直接暴力
B、间接暴力
C、肌肉强烈收缩
D、持续劳损
E、病理骨折
参考：【直接暴力#间接暴力#肌肉强烈收缩#持续劳损】

第三章损伤的症状与体征单元作业

第三章损伤的症状与体征单元测验

1、单选题：骨折后出现疼痛的特征是
选项：
A、胀痛
B、酸痛
C、异常活动
D、放射性疼痛
E、间接压痛
参考：【间接压痛】

2、单选题：属于脱位后特殊特征的是
选项：
A、骨擦音
B、疼痛
C、肿胀
D、青紫瘀斑
E、弹性固定
参考：【弹性固定】

3、单选题：下列属于损伤的一般症状体征的是
选项：
A、骨擦音



B、关节盂空虚
C、异常活动
D、功能障碍
E、弹性固定
参考：【功能障碍】

4、单选题：气滞的疼痛特点是
选项：
A、无形之疼痛，痛无定处
B、痛有定处，有明显压痛点
C、出现昏厥
D、放射性剧痛
E、活动时疼痛减轻
参考：【无形之疼痛，痛无定处】

5、单选题：肘关节后脱位时，肘关节固定于半屈曲位，被动活动时，能够轻微屈伸活动，但被动活动
停止后，肘关节又恢复到受伤后的半屈曲位，这种现象称为
选项：
A、异常活动
B、弹性固定
C、畸形
D、关节盂空虚
E、骨擦音
参考：【弹性固定】

6、单选题：损伤后，肿胀青紫，痛有定处，痛处局限，有明显的压痛点者，其病机为
选项：
A、气滞
B、气虚
C、气逆
D、血瘀
E、血虚
参考：【血瘀】

7、单选题：桡骨远端伸直型骨折特征性畸形是
选项：
A、方肩畸形
B、靴状畸形
C、平肩畸形
D、下肢外旋短缩畸形
E、“餐叉”状畸形
参考：【“餐叉”状畸形】

8、多选题：损伤伤在胸部会有什么症状
选项：
A、咳嗽
B、呼吸不畅



C、胸闷胀满
D、牵掣作痛
E、神昏谵语
参考：【咳嗽#呼吸不畅#胸闷胀满#牵掣作痛】

9、多选题：属于骨折的特殊体征的有
选项：
A、骨擦音
B、畸形
C、异常活动
D、弹性固定
E、关节盂空虚
参考：【骨擦音#畸形#异常活动】

10、多选题：肩关节前脱位查体时可见到的特殊体征有
选项：
A、关节盂空虚
B、弹性固定
C、骨擦音
D、方肩畸形
E、疼痛
参考：【关节盂空虚#弹性固定#方肩畸形】

第四章骨伤科四诊单元作业

第四章骨伤科四诊单元测验

1、单选题：对骨伤科来说，望诊之首要是
选项：
A、望肿胀
B、望畸形
C、望形态
D、望神色
E、望创口
参考：【望神色】

2、单选题：“捻发音”见于
选项：
A、腰肌筋膜炎
B、臀肌筋膜炎
C、腱周围炎
D、腱鞘炎
E、滑膜炎
参考：【腱周围炎】

3、单选题：通过膝关节弹响声可以诊断为
选项：



A、骨折
B、脱位
C、侧副韧带损伤
D、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E、肌腱周围炎
参考：【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4、单选题：听骨传导音可用于检查
选项：
A、股骨颈骨折
B、髋关节脱位
C、肘关节脱位
D、腱鞘炎
E、骨关节炎
参考：【股骨颈骨折】

5、单选题：损伤初期发热的主要原因为
选项：
A、邪毒感染
B、虚损发热
C、血瘀化热
D、外感发热
E、气郁发热
参考：【血瘀化热】

6、单选题：患者手背不能置于背部，其主要功能障碍为
选项：
A、外展功能障碍
B、上举功能障碍
C、外旋功能障碍
D、内旋功能障碍
E、后伸功能障碍
参考：【内旋功能障碍】

7、单选题：关节脱位在整复成功时，常能听到“格得”一声，此属于
选项：
A、骨擦音
B、骨传导音
C、入臼声
D、肌腱弹跳声
E、关节弹响声
参考：【入臼声】

8、单选题：损伤的望诊中肩关节脱位常见姿态是
选项：
A、手扶托患侧前臂
B、手托住下颌



C、手扶腰向患侧倾斜
D、不能承重下地行走
E、颈部强直不能转侧
参考：【手扶托患侧前臂】

9、多选题：伤科局部望诊的内容包括
选项：
A、畸形
B、肿胀、瘀斑
C、异常活动
D、创口
E、肢体功能
参考：【畸形#肿胀、瘀斑#创口#肢体功能】

10、多选题：对开放性损伤患者在检查创口时注意
选项：
A、创口的大小
B、创口的深浅
C、创口的色泽
D、创口的污染情况
E、创缘是否整齐
参考：【创口的大小#创口的深浅#创口的色泽#创口的污染情况#创缘是否整齐】

11、多选题：下列症状属于创伤危候的有
选项：
A、面容憔悴、神气萎顿
B、神志昏迷
C、神昏谵语
D、瞳孔散大
E、形羸色败
参考：【神志昏迷#神昏谵语#瞳孔散大#形羸色败】

12、多选题：伤科闻诊的主要内容有
选项：
A、听骨擦音
B、听入臼声
C、听弹响声
D、听啼哭声
E、听捻发音
参考：【听骨擦音#听入臼声#听弹响声#听啼哭声#听捻发音】

13、多选题：气伤的临床表现为
选项：
A、疼痛范围广泛
B、压痛点不固定
C、压痛点固定
D、疼痛伴有胀闷



E、体表无明显肿胀
参考：【疼痛范围广泛#压痛点不固定#疼痛伴有胀闷#体表无明显肿胀】

第五章骨伤科测量和运动检查单元作业

第五章骨伤科测量和运动检查单元测验

1、单选题：下列不属于骨科测量常用的骨性标志的是
选项：
A、第七颈椎棘突
B、肩峰
C、髂前上棘
D、肘后三角
E、外踝尖
参考：【肘后三角】

2、单选题：从前后方向沿人体的长轴把人体纵切成左右两部分而设的平面是
选项：
A、矢状面
B、额状面
C、横断面
D、水平面
E、纵切面
参考：【矢状面】

3、单选题：肢体周径增粗见于
选项：
A、骨折
B、长时间固定后
C、神经损伤后
D、营养障碍
E、脊髓损伤
参考：【骨折】

4、单选题：腰部正常活动范围是
选项：
A、前屈30°；后伸30°；左右侧屈各80°，左右旋转各30°
B、前屈90°；后伸30°；左右侧屈各30°；左右旋转各30°
C、前屈90°；后伸30°；左右侧屈各30°；左右旋转各80°
D、前屈90°；后伸80°，左右侧屈各30°；左右旋转各30°
E、前屈30°；后伸30°，左右侧屈各30°；左右旋转各30°
参考：【前屈90°；后伸30°；左右侧屈各30°；左右旋转各30°】

5、单选题：腕关节正常活动度为
选项：
A、背伸10～20°；掌屈30～40°；桡偏10～15°；尺偏10～20°
B、背伸20～30°；掌屈40～50°；桡偏15～20°；尺偏20～30°



C、背伸35～60°，掌屈50～60°，桡偏25～30°；尺偏30～40°
D、背伸60～80°，掌屈60～80°；桡偏30～40°；尺偏40～50°
E、背伸80～90°；掌屈80～90°；桡偏40～50°；尺偏50～60°
参考：【背伸35～60°，掌屈50～60°，桡偏25～30°；尺偏30～40°】

6、单选题：膝部正常活动范围是
选项：
A、屈曲145°；屈膝90°时，内旋40°、外旋30°
B、屈曲50°；屈膝90°时，内旋30°、外旋40°
C、屈曲120°；屈膝90°时，内旋20°、外旋30°
D、屈曲145°；屈膝90°时，内旋10°、外旋20°
E、屈曲80°；屈膝90°时，内、外旋转各达30°
参考：【屈曲145°；屈膝90°时，内旋10°、外旋20°】

7、单选题：上臂的长度是从
选项：
A、肩峰至肱骨外上髁
B、肩峰至肱骨内上髁
C、肩峰至中指尖
D、肩峰至桡骨茎突尖
E、肩峰至尺骨鹰嘴
参考：【肩峰至肱骨外上髁】

8、单选题：股四头肌瘫痪主要的运动障碍是
选项：
A、屈膝无力
B、伸膝无力
C、伸髋无力
D、屈髋无力
E、外展无力
参考：【伸膝无力】

9、单选题：腓总神经损伤出现的异常步态为
选项：
A、抗痛性步态
B、短肢性步态
C、跨阈步态
D、强直性步态
E、剪刀步态
参考：【跨阈步态】

10、单选题：短肢性步态是指一侧下肢短缩（ ）cm以上
选项：
A、1cm
B、2cm
C、3cm
D、4cm



E、5cm
参考：【3cm】

11、单选题：患者坐位能克服重力完成肘关节全范围的屈肘动作，该患者肱二头肌肌力至少为
选项：
A、0级
B、I级
C、II级
D、III级
E、IV级
参考：【III级】

12、单选题：仰卧位，双下肢伸直，如可触及股四头肌或其肌腱的收缩，其肌力为
选项：
A、0级
B、I级
C、II级
D、III级
E、IV级
参考：【I级】

13、多选题：关节活动异常见于
选项：
A、肌肉痉挛
B、肌肉挛缩
C、关节囊挛缩
D、关节强直
E、关节韧带断裂
参考：【肌肉痉挛#肌肉挛缩#关节囊挛缩#关节强直#关节韧带断裂】

14、多选题：关于关节活动范围检查，正确的有
选项：
A、应先检查被动运动
B、主动活动异常，而被动活动正常时，说明关节无病变
C、髋关节运动受限时，注意腰部关节活动会补偿
D、注意与健侧对比
E、主动运动正常，必须进行被动运动检查
参考：【主动活动异常，而被动活动正常时，说明关节无病变#髋关节运动受限时，注意腰部关节活动
会补偿#注意与健侧对比】

15、多选题：关于测量术语描述正确的有
选项：
A、常用的方位术语有上下、前后、内外
B、常用的方位术语有上下、左右、前后
C、常用的断面术语有矢状面、额状面、横断面
D、前臂的内侧也称为尺侧
E、近腹者为前，近背者为后



参考：【常用的方位术语有上下、前后、内外#常用的断面术语有矢状面、额状面、横断面#前臂的内侧
也称为尺侧#近腹者为前，近背者为后】

16、多选题：关于肢体长度测量正确的有
选项：
A、上肢长度从肩峰到桡骨茎突尖
B、前臂长度从肱骨外上髁到桡骨茎突
C、下肢长度从髂前上棘到外踝下缘
D、小腿长度从腓骨小头顶点到内踝下缘
E、大腿长度从髂前上棘到膝关节内缘
参考：【上肢长度从肩峰到桡骨茎突尖#前臂长度从肱骨外上髁到桡骨茎突#大腿长度从髂前上棘到膝关
节内缘】

17、多选题：肌力检查的内容包括
选项：
A、肌容量
B、肌力
C、肌张力
D、肌肉体积
E、神经功能
参考：【肌容量#肌力#肌张力】

18、多选题：肌力下降的原因有
选项：
A、周围神经损伤
B、肢体长时间固定后
C、血管损伤
D、原发性肌病
E、糖尿病
参考：【周围神经损伤#肢体长时间固定后#原发性肌病】

19、多选题：肌张力增高的原因有
选项：
A、脊髓损伤
B、脑卒中
C、周围神经损伤
D、脑瘫
E、多发性硬化
参考：【脊髓损伤#脑卒中#脑瘫#多发性硬化】

20、多选题：肌力检查的目的是
选项：
A、测定肌肉的发育情况
B、协助某些神经肌肉疾病的损伤定位诊断
C、对神经、肌肉疾患的预后进行判断
D、制定针对性的治疗计划
E、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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