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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题的重要性 



   医学命题是实现考试功能的基础和前提 

     考试的功能： 

        评价与选拔功能 

         导向功能（指挥棒）  

         反馈功能 

         预测功能 

 



二.命题的依据 



   1.考试的类型 

        标准参照考试－－达标性考试 

         常模参照考试－－选拔性考试 

   2.培养目标 （标准和要求）     

      

        考试大纲         指南        命题 

    （教学大纲） 

 



三.命题的程序 



 1.根据考试目的、考试对象和考试大纲，     

     制定考试命题双向细目表（举例如后） 

 2.根据细目表要求命制试题 

 3.组成试卷 



            考试命题双向细目表（举例） 

考核内容：如内科各亚科 

考题数量：如呼吸20题、心血管20题… 

认知层次：记忆、理解、应用（分别占比例） 

要求程度：掌握 、熟悉、了解（分别占比例） 

题型结构：客观题、主观题（分别占比例） 

难度分布：≥ 0.7、中间、≤0.3 （分别占比例） 

 



四.医学考试的命题形式 



（一）根据考试的方式不同命题 

        1.纸笔考试试题 

        2.计算机化考试试题 

        3.面试试题 

        4.现场操作试题 

 



(二) 根据阅卷方式不同命题 

        1.客观性试题：有客观答案，难点在于 

           命题质量。 

        2.主观性试题：阅卷人评分，难点在于 

           阅卷、评分的客观和公正。 

 



（三）根据考试目的不同命题 

         1.知识型试题：“授人以鱼”，考查对 

            知识的掌握情况，多为记忆型题。 

         2.思维能力知识型试题：“授人以渔”， 

           考查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多为应用型、理解型题。 

 



    3.实践技能型试题（其中要贯彻职业素质 

        的考查）：考查临床实际动手能力和辅 

        助检查识别能力。 

   （1）病史采集、病例分析（面试） 

      （2）体格检查、基本操作（现场操作） 

      （3）影象学和心电图（计算机化考试） 



     

 

    五.命好试题的注意事项 



  1.知识点（掌握、熟悉、了解的重点内容） 

       要严格遵照考试命题双向细目表 

       每道试题只能考一个知识点 

  2.认知层次（记忆、理解、应用的比例） 

      以区分死记硬背与灵活分析运用 



   3.难易度（难、中、易比例适当） 

   4.区分度（要有一定区分度） 

   5.应当规范（包括内容、格式、语言描述、 

                     单位、标点、错别字等） 

 

    

 



六.医学考试的试题类型 



(一)选择型试题（均为客观试题） 

    是用于记忆和应用型医学考试的较好形式。 

 1.纸笔考试试题：A（A1、A2、A3/A4）、B1、  

   X型题。（ B2型、C型和K型题现已很少采用） 

 2.计算机化考试题：病历串型不定项选择题。 

      

  



(二)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试题 
       （ 适用于实践技能考试） 

1.面试试题：病史采集（采用SP）、病例分析                               

                 （主观试题）  

2.现场操作试题：体格检查、基本操作。 

                  （主观试题）  

3.计算机化考试试题：影象学和心电图等。 

                  （客观试题）  

         

        



 (三)其他医学考试形式试题 

       可用于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记忆和应用型 

  考试，但不适用于大规模集体考试。 

 （1）简答题、论述题、名词解释题（主观试题）  

 （2）填空题（正误判断题）            （客观试题）  

      



(四) 有意义而目前国内很少应用的试题 

      计算机病例模拟（Computer-based Case 

Simulations，CCS）（客观试题） 

       用计算机模拟一个临床病例，通过其诊疗的 

    全过程，考察考生对疾病临床思维及临床诊断 

    和治疗的实际能力。试题开发难度较大。 

 



 

  七.选择型试题命题规范及 

          注意事项 

  



(一) A(A1、A2、A3/A4)型题 

          （最佳选择题） 

        共同特点： 

          1. 由题干、引导句和5个备选答案组成。 

          2. 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是最佳答案，其余 

              均为干扰答案。 

 



 1.A1型题（单句型最佳选择题） 

       多属于记忆型题； 

       重点是考核概念、对知识的记忆等； 

       题干为一短句，又是引导句； 

       临床命题相对较容易。 



举例：（短句做题干，又是引导句） 

   国内肝硬化最常见的病因是（题干、引导句） 

        A. 酒精性肝病       B. 病毒性肝炎  

        C. 脂肪性肝病       D. 胆汁淤积 

        E. 血吸虫病     （备选答案） 

     答案：B 

    认知层次：记忆 



A1型题命题注意事项： 

    （1）题干：同时又是引导句。 

         1）用叙述型短句，一般不用疑问句形式； 

         2）一般用肯定句型，少用否定句型；若用 

              否定句型，否定词应加黑； 

         3）专业术语应规范； 

         4）题干应避免过短、题意不明，无引导句。 



 举例1： 

     水肿（题干过短、题意不明，无引导句） 

         A. 肾源性水肿常首先见于眼睑        

          B. 心源性水肿常晨轻晚重  

          C. 肝源性水肿常伴有腹水        

          D. 营养不良性水肿常伴消瘦 

          E. 黏液性水肿多为凹陷性水肿（备选答案） 

     答案：E 

 



修改为： 

     关于水肿特点的叙述，不正确的是（规范） 

         A. 肾源性水肿常首先见于眼睑        

          B. 心源性水肿常晨轻晚重  

          C. 肝源性水肿常伴有腹水        

          D. 营养不良性水肿常伴消瘦 

          E. 黏液性水肿多为凹陷性水肿 

     答案：E 

 



举例2：（题干专业术语不规范，错别字） 

   治疗成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征）最有 

     效的措施是 

       A.  低浓度持续吸氧     B.  高浓度吸氧 

       C.  正压机械吸氧         D.  呼气末正压通气 

       E.  应用糖皮质激素 

   答案：D 

 



   （2）备选答案： 

         1）只能围绕一个知识点； 

         2）要同质，具有一定迷惑性； 

         3）答案要正确、唯一； 

         4）不用“以上都是”、 “以上都不是”； 

         5）按逻辑顺序排列； 

         6）避免相互重叠等。 



举例1：（备选答案不同质） 

    系统性红斑狼疮最常引起的贫血是      

        A．慢性贫血     （不同质---无此诊断）     

        B．溶血性贫血     

        C．缺铁性贫血  

        D．大细胞性贫血     （不同质） 

        E．再生障碍性贫血 

     答案： B． 



修改后： 

   系统性红斑狼疮最常引起的贫血是 

        A．慢性病性贫血          

        B．溶血性贫血     

        C．缺铁性贫血  

        D．巨幼细胞贫血      

        E．再生障碍性贫血 

  答案： B． 

 



举例2： 

  下列哪种情况属于急性肾损伤起始期的特征 

       A. 出现尿量减少 

       B. 出现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 

       C. 出现全身多系统表现 

       D. 尚未发生明显的肾实质损伤 

       E. 出现尿量恢复正常 

  答案：E？ 

 



点评： 

         1）题干一般不用疑问句形式； 

         2）该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D，原题“E”  

               中的叙述不确切，肯定不属于急性肾损 

               伤起始期的特征，应当修改。 

 



修改后： 

   下列属于急性肾损伤起始期特征的是 

       A.出现尿量减少 

       B.出现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 

       C.出现全身多系统表现 

       D.尚未发生明显的肾实质损伤 

       E. 出现尿量增多 

   答案：D 



  举例3：（ “以上都是” ---不规范） 

       关于水肿特点的叙述，正确的是 （题干）  

           A. 肾源性水肿常首先见于眼睑 

           B. 心源性水肿常晨轻晚重  

           C. 肝源性水肿常伴有腹水        

           D. 营养不良性水肿常伴消瘦 

           E. 以上都是 （等于三选一） 

     答案：E 

 



举例4：（ “以上都是” ---不规范） 

      关于水肿特点的叙述，正确的是 （题干） 

         A. 肾源性水肿常伴消瘦 

          B. 心源性水肿常晨轻晚重 

          C. 黏液性水肿多为凹陷性水肿 

          D. 营养不良性水肿常首先见于眼睑  

          E. 以上都是 （等于虚设） 

     答案：B 

 



举例5：（按逻辑顺序排列---规范） 

    少尿是指成人24小时尿量少于（题干） 

        A. 100ml       B. 200ml  

    C. 300ml       D. 400ml  

    E. 500ml （备选答案）  

  答案：D 

         



举例6：（相互重叠---不规范） 

     成人血小板计数的正常值是（题干） 

          A.（100～200）×109／L  

     B.（100～300）×109／L  

     C.（200～400）×109／L  

     D.（300～500）×109／L  

     E.（400～600）×109／L （备选答案） 

     答案：B 

 



2. A2、A3/A4型题（病历型最佳选择题） 

      共同特点： 

      （1）以病历摘要作为题干； 

        （2）以病历摘要为背景提出引导句； 

        （3）同一个题干提出1～数个问题； 

        （4）重点考核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1）A2型题（病历摘要型最佳选择题） 

          与A1型题的主要区别是： 

              1） 题干为病历摘要; 

              2）在题干和备选答案之间单列引导句； 

              3）重点考核临床思维、应用。 

 



举例：（病历摘要做题干） 

     男，40岁，3个月来渐感乏力、气短、腹胀和双下肢 

      水肿。查体见颈静脉充盈，肝颈静脉回流征阳性。尿 

      常规示尿蛋白（+），镜检未见异常，腹部B超示肝脏 

      肿大，未见腹水。最可能的诊断是 （引导句） 

          A.肝硬化         B.布-加综合征      C.右心衰竭 

          D.营养不良     E.肾病综合征（备选答案） 

    答案:C 

    认知层次：应用 



A2型题命题注意事项： 
  1）题干（病历摘要） ：  

     ①叙述应规范、简明扼要； 

     ② 提供回答问题所必需的全部要素；                  

     ③ 可附X线、CT片，心电图、病理和骨髓图 

          象（最好为原始信息）； 

     ④ 避免假A2型（全部为无意义的内容）。  

                 

     

                



举例1：  

         男，51岁。既往体健，无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脑血管病病史、高脂血症和周围血管
病病史。首诊心房颤动2周。最适宜的抗栓策
略是（题干中病史叙述不规范） 

        A. 阿司匹林服用1年     B. 阿司匹林终生服用 

        C. 华法林服用1年         D. 华法林终生服用 

        E. 无需抗栓治疗 

 



修改后： 

           男性，51岁。“心房颤动” 2周。既往体 

     健，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 

     高脂血症和周围血管病病史。最适宜的抗栓策 

     略是 

       A. 阿司匹林服用1年     B. 阿司匹林终生服用 

        C. 华法林服用1年         D. 华法林终生服用 

        E. 无需抗栓治疗 

 



举例2： 

          肝硬化患者腹痛、近日发热体温39℃、腹
水量增加，腹部压痛反跳痛（+），腹水比重
1020、蛋白3.2g/dL，WBC2100/mm3，中性粒
80%，最可能的并发症是(题干中病史叙述、
化验单位不规范) 

        A. 结核性腹膜炎          B. 原发性腹膜炎 

        C. 门静脉血栓形成      D. 肝肾综合征 

        E. 原发性肝癌  

 



修改后： 

          男性，59岁。患“肝硬化” 3年，腹痛、发
热、腹水量增加3天。查体：T 39℃，腹部压
痛、反跳痛（+）。化验腹水比重1020，蛋白
32g/L，白细胞2100×106/L，多核80% 。 该患 

   者最可能的并发症是 

        A. 结核性腹膜炎          B. 原发性腹膜炎 

         C. 门静脉血栓形成      D. 肝肾综合征 

         E. 原发性肝癌  

 



举例3: (大部分内容无意义---假A2型) 

         男性，40岁，半月来发热、发冷，偶尔伴寒
战。查体见双侧颈部各有2个肿大淋巴结，最
大的约2×1.5cm，活动无压痛，巩膜无黄染，
心肺未见异常，腹平软，肝和脾均肋下2cm。

初步诊断为淋巴瘤。下列最有助于确定淋巴瘤
诊断的检查是 

 



        A. 腹部B超或CT 

         B. 胸部X线片或CT 

         C. 淋巴结活检 

         D. 骨髓穿刺细胞学检查 

         E. 骨髓活检 

   答案：C 

 



     2）引导句： 

          在题干和备选答案间以说明二者关系； 

           一般采用叙述、肯定型短句。 

     3）备选答案： 

           要点同A1型题。 



（2）A3/A4型题（病历组/病历串型最佳选择题） 

          与A2型题的主要区别是： 

              1）同一个题干提出2～4个问题， 

          每个问题均与题干的简要病例有关， 

          每个问题相互独立； 

       2）更符合临床情景。 

         



 A4型题（病历组型最佳选择题）与A3型题
（病历串型最佳选择题）的主要区别是： 

        1）同一个题干提出的问题≥3个； 

    2）提供假设信息； 

        3）有疾病演变，更符合临床情景。 

 



举例： 

 （问题1～4共用题干）（病历摘要做共用题干） 

          男性，50岁。搬重物时突感胸闷、胸痛， 

    随即感呼吸困难并逐渐加重半小时急诊。既往 

    有COPD病史10年。查体：右肺呼吸音消失。 



问题1：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是 

         A. 气胸              B. 支气管哮喘 

         C. 肺大泡          D. 急性心肌梗死 

         E. 肺栓塞 

     答案：A 

     认知层次：应用 

 



问题2 ：为明确诊断，应选择的检查是 

        A. 心电图               B. 胸部X线片 

        C. 胸部CT             D. 肺通气灌注扫描 

        E. 呼吸功能检查 

（不能均为诊断气胸的检查，否则提示！） 

    答案：B 

    认知层次：理解 

 

 



问题3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 

      A. 镇静、止痛      B. 胸腔穿刺或闭式引流排气  

      C. 溶栓、抗凝      D. 吸氧，静脉点滴抗生素 

      E. 吸氧，静脉点滴糖皮质激素 

  （不能均为气胸的治疗，否则提示！） 

   答案：B 

   认知层次：应用 

 

 



问题4【假设信息】 

     经治疗，症状一度缓解后再次加重，出现 

       明显呼吸困难，伴呕吐和胸骨后疼痛。查体 

       见颈静脉怒张，心率120次/分，心音遥远， 

        Hamman征阳性。 

        

 



该患者再次加重最可能的原因是 

       A. 右心衰竭           B. 主动脉夹层 

       C. 急性心包炎       D. 纵隔气肿 

       E. 胸膜炎 

    答案：D 

    认知层次：理解 

 

 



    注解：以上若只有问题1～3，则为A3型题； 

         以上若加上问题4，则为A4型题。 

                    (临床上常统称为A3/A4型题) 

  注意：后题不能给前题提示答案（若用计算  

         机考试，不能返回再修改答案时，可 

         不必顾虑此问题） 

  缺点：前题回答错误，后题回答可能会错！ 



举例：（问题5～6共用题干） 
  男性，18岁。反复发作阵发性干咳2年，寒冷天气发作 

更频。今天发作时频频干咳，呼气时可闻干啰音，肺功 

能FEV1/FVC=60%，IgE水平增高。 

 问题5.  最可能的诊断是 

       A.  支气管扩 张              B.  肺结核 

       C . 慢性支气管炎           D.  支气管哮喘 

       E . 支气管内膜结核 



问题6.  较为合适的治疗是 

      A . 氨茶碱+皮质激素 

      B.  沙丁胺醇、倍氯米松气雾吸入 

      C.  抗生素+色甘酸钠 

      D. 色甘酸钠+倍氯米松气管吸入 

      E.  氧疗+氨茶碱 

点评： 

  问题6选项应与问题5相对应，以免提示问题5的答案！
目前问题6的选项肯定提示问题5的答案是D） 

 



（问题5～6共用题干）（修改后 ） 

    男性，18岁。反复发作阵发性干咳2年，寒冷天气发作 

更频。今天发作时频频干咳，呼气时可闻及干啰音，肺 

功能FEV1/FVC=60%，化验血IgE水平增高。 

  问题5. 最可能的诊断是 

       A.  支气管扩张                 B.  肺结核 

       C.  慢性支气管炎             D.  支气管哮喘 

       E.  支气管内膜结核 

 



问题6. 较为合适的治疗是 

     A.  镇咳、祛痰治疗 

     B. 沙丁胺醇、倍氯米松气雾吸入 

     C.  抗结核治疗 

     D.  色甘酸钠+倍氯米松气管吸入 

     E.  氧疗+氨茶碱 

 



(二) B1型题（配伍最佳选择题）：特点是： 

         1. 5个共用备选答案在先；  

         2. 编出一组备选答案，就能同时完成几道 

            题的命题任务； 

         3. 题干是短句，也可以是病历摘要； 

         4.要有引导句。 

 

 



举例：  

   （问题1～2共用备选答案）（供2道题共用） 

        A. DA方案 

        B. MP方案 

        C. CHOP方案 

        D. MOPP方案 

        E. VDLP方案 

 



问题1. 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首选化疗方案是 

         （题干是短句，又是引导句） 

           答案： C  

问题2. 治疗急非淋白血病的首选化疗方案是 

           答案：A 

          （一组备选答案完成2道命题任务） 



 B1型题命题注意事项： 

   （1）一般应提2～3个问题（又是引导句）， 

             不能只提1问，否则成为A1型题。也不能 

             提问太多，否则考点太集中； 

    （2）一个备选答案可选择1次、多次或不选；    

（3）应杜绝性质不同的备选答案，即要避免 

             成为三选一或二选一。 



举例1：（问题3～4共用备选答案）      

         A. 病变多累及直肠和乙状结肠 

         B. 病变多以空肠及回肠末端为主 

         C. 病变多累及回盲部 

         D. 病变以十二指肠为主 

         E. 病变以回肠末端及邻近结肠为主 

   3. 溃疡性结肠炎  （A） 

   4. 肠结核  （ B） 

 



点评 ： 

         应避免选项中出现重复词语（病变）；题 

      干又应是 引导句；答案应正确 

 



（修改后 ）（问题3～4共用备选答案） 

         A.多累及直肠和乙状结肠 

         B.多以空肠及回肠末端为主 

         C.主要累及回盲部 

         D.以十二指肠为主 

         E.以回肠末端及邻近结肠为主 

   3. 溃疡性结肠炎病变累及的部位是（A） 

   （题干，引导句） 

   4. 肠结核病变累及的部位是  （ C）  

   （题干，引导句） 

 



举例 2  （三选一或二选一---不规范） 

  （问题5～7共用备选答案） 

      A. 输红细胞  

      B. 输白细胞 

      C. 输血小板 

      D. DA方案 

      E. VDLP方案（备选答案不同质） 

  

 



问题5. 急性白血病的贫血症状明显时的治疗是 

          答案：A   (A、B、C三选一) 

问题6. 急性白血病的出血症状明显时的治疗是 

          答案：C   (A、B、C三选一) 

问题7.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化疗方案是 

          答案：E   (D、E二选一) 

 



(三) X型题（多项选择题） 

         形式与A1型题相同，区别在于正确答案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  

          这种题型对考生难度较大，要求概念一定
要正确。 



举例： 

     对肺栓塞具有确诊价值的是（短句做题干） 

           A. 血气分析            B. 肺动脉造影 

           C. 心电图                D. CT肺动脉造影 

           E. D-二 聚体测定  （备选答案） 

    答案：BD（两个或两个以上） 

    认知层次：理解 

 

 



X型题命题注意事项： 

 （1）一般备选答案为5个，为降低难度也可4个。 

            备选答案不能为1个，否则就成为A1型题。 

 （2）该题型实际上是正误判断题，要求正确答 

             案必须肯定正确，其他备选答案必须肯定 

             错误。 

  （3）必须准确选出全部答案，多答或少答均 

             不能得分。 

 



(四)病历串型不定项选择题： 

         将病例分析的主观题客观化； 

         重点考核临床分析思维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
力。 

         非常适合临床医学的考核，但临床命题难度

较大，而且必须采用计算机考试，因为前面的

情况对后面的答案有提示。 

 



举例： （简要病例做题干） 

    男，25岁。上腹部持续性剧烈疼痛8小时，进 

食加重，弯腰抱膝位减轻。既往有胆石病史。 

    查体：T37.5℃，BP90/70mmHg，巩膜无黄染， 

心肺无异常，腹稍胀，软，上腹部明显压痛，无 

反跳痛，Murphy征阳性，肝脾肋下未触及，肠 

鸣音减弱。 

 



提问1：应立即进行的检查是 

     1.血常规            2.尿常规       3.粪常规   

     4.血尿淀粉酶    5.血气分析   6.立位腹平片  

     7.心电图（备选答案≥ 6个） 

    正确答案：1，4，6（不定项） 

    答出2和3不得分也不扣分（无关答案） 

      （答对1题得1分，答错1题扣1分，重要答案
得2分，严重错误扣2分，不能为负分，无关答
案不得分也不扣分） 

 



提示： 

         血常规：Hb 110g/L，WBC 11.4×109/L, 

 N 0.75，L 0.25，Plt 128×109/L。   

     血尿淀粉酶均正常。 

          立位腹平片未见膈下游离气体。 

  （对提问1的答案有提示，故不能用纸笔考试） 

 



提问2：应考虑可能的诊断是 

     1.胆囊炎          2.胆石病      3.急性胰腺炎   

     4.急性胃炎      5.肠梗阻      6.消化性溃疡穿孔 

     7.胆道蛔虫症 

    正确答案：1，2，3 



提问3：应紧急的处理是 

     1.禁食          2.胃肠减压    3.肌注阿托品 

     4.输液          5.肌注吗啡     6.静滴白蛋白 

     7.输血          8.静滴升压药 

     正确答案：1，2，3，4 

     严重错误：5（扣2分） 

 



提示： 

         入院后第2天腹痛加重，查体发现上
腹部压痛伴腹肌紧张，移动性浊音阳性。 

 



提问4：此时为明确诊断，进一步的检查是 

   1.腹腔穿刺    2.腹水淀粉酶      3.血气分析 

   4.肝肾功能    5.血电解质          6.血CEA、AFP 

   7.腹部CT       8.心电图 

  正确答案：1，2，7 （重要答案2得2分） 

 



提问5：此时考虑主要的疾病诊断是 

      1. 胆囊炎                2. 轻症急性胰腺炎   

      3. 胰头癌                4. 重症急性胰腺炎 

      5. 原发性腹膜炎    6. 急性坏死性肠炎 

     正确答案：1，4 （重要答案4得2分） 

 



提问6：应进一步的处理是 

      1.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2. 静滴生长抑素 

      3. 胃肠外营养                 4. 静滴抗生素 

      5. 输血                             6. 化学药物治疗 

      7. 静滴升压药物             8. 积极利尿 

  正确答案：1，2，3，4 

  错误答案：6，8（扣2分） 

 



八.试题质量分析 



 试题实测后，应对试题质量进行分析。 

     一道好的试题： 

        1. 实测难度适宜； 

        2. 区分度≥0.2 ； 

        3. 干扰备选答案选择率≥0.02。 



（一）难度 

      包括预估难度和实测难度； 

       实测难度是答对该题人数与总人数之比。 

       难度值≤0.3表示试题偏难；难度值≥0.7 

  表示试题偏易。 



（二）区分度 

        高分组与低分组答对该题百分比之差。 

          区分度≤0.2 表示区分度较低，应查找原 

   因，这类试题应修改或尽量避免。  

      下面看几道实考试题 ：  

        

 



例题1：女，65岁。腰痛6个月，脊椎正侧位X线
片见L3、L4呈压缩性骨折，骨髓检查见浆细胞
35%，有双核、三核浆细胞和火焰浆细胞，血
浆蛋白电泳见β与γ之间有一M带。其异常免疫
球蛋白类型最可能的是 

    A. IgG      B. IgA      C. IgM      D. IgD      E. IgE 

难度：0.059 （太难）    区分度：－0.11 

 



例题2：女，60岁。冬季感冒后咳嗽，咳白色黏  

     痰28年，每年持续约4个月。近7天咳嗽加重， 

     咳痰呈脓性，伴有气喘。最可能的诊断是 

    A.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       

    B. 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迁延期 

    C. 支气管哮喘                  D. 阻塞性肺气肿 

    E. 支气管扩张症 

难度：0.993   （太易）  区分度：－0.06 

 



（三）备选答案干扰性 

     干扰备选答案选择率≤0.02 ，表示干扰性
差，为不太好的备选答案。 

     为提高命题质量，应修改这样的备选答案。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