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感类：

一、单选题（共 50 题）

1、 我院医院感染控制委员会的主任是（ A ）

A、白锋 B、何继瑞 C、孟灵 D、李志东

2、医院感染暴发报告管理第一责任人为：（ A ）

A 法定代表人

B 主管院长

C 医院感染管理部门负责人

D 临床科主任

3、关于医院感染，下列哪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C ）

A 医院感染是指病人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

B 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也属于医院感染

C 特殊病原体的医院感染指发生甲类传染病的医院感染

D 医源性感染是指在医学服务中因病原体传播引起的感

染

4、医院感染暴发是指在医疗机构或其科室的患者中，短时

间内发生（ B ）以上同种同源感染病例的现象。

A、2 例 B、3 例 C、4 例 D、5 例

5、紫外线消毒灯管应使用 75%的酒精（ B ）时间擦拭一次。

A、5 天 B、7 天 C、14 天 D 、以上都不

对

6、医院感染散发病例应于（ C ），通过 HIS 上报医院感染



管理科

A、6 小时 B、12 小时 C、24 小时 D 、48 小

时

7、隔离的实施应遵循（ C ）和基于疾病传播途径的预防的

原则。

A、血液体液隔离 B、严密隔离 C、标准预防 D、普遍

预防

8、近距离接触经空气传播或飞沫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患者

时应戴哪种口罩？（ D ）

A、纱布口罩 B、一次性医用口罩 C、外科口罩

D、医用防护口罩

9、为空气传播、飞沫传播、接触传播的隔离标识颜色分别

为（ C ）

A、蓝色、黄色、粉色 B、黄色、蓝色、粉色

C、黄色、粉色、蓝色 D、蓝色、粉色、黄色

10、对确诊或疑似的 MDRO 患者，应当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

实施那种隔离措施（ A ）

A、接触隔离 B、空气隔离 C、飞沫隔离 D、消毒

隔离

11、控制医院感染最简单、最有效、最方便、最经济的方法

是： （C ）

A 环境消毒 B 合理使用抗菌素



C 手卫生 D 隔离传染病人

12、医务人员在直接接触患者前后、对患者实施诊疗护理操

作前后、接触患者体液或者分泌物后、摘掉手套后、接触患

者使用过的物品后以及从患者的污染部位转到清洁部位实

施操作时（B）

A 应穿隔离衣 B 应当实施手卫

生

C 应戴医用防护口罩 D 以上都不对

13、《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对卫生手消毒的微生物监测标

准 （A）

A ≤10cfu/cm
2

B ≤5cfu/cm
2

C ≤15cfu/cm
2

D ≤8cfu/cm
2

14、《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对外科手消毒的微生物监测标

准（ B）

A ≤10cfu/cm2 B ≤5cfu/cm2

C ≤15cfu/cm2 D ≤8cfu/cm2

15、以下哪些说法不正确的是？（ C ）

A、凡进入人体组织、无菌器官的医疗器械、器具和物品必

须达到灭菌水平

B、凡进入人体消化道、呼吸道的内镜必须达到高水平消毒

C、各种用于注射、穿刺、采血等有创操作的医疗器具必须

一用一消毒



D、接触皮肤、粘膜的医疗器械、器具和物品必须达到消毒

水平

16、中心静脉置管时在紧急状态下置管，若不能保证有效的

无菌原则，应当在（ ）小时内尽早拔除导管。

A、12 B、24 C、48 D、36

17、患者出院、转科或死亡后对床单元进行的消毒处理是

（ ）

A 预防性消毒 B 终末消毒 C 随时 D 初步消毒

18、发现医院感染暴发事件时，以下哪些措施是不恰当的？

（）

A 隐瞒患者及其家属

B 分析感染源、感染途径

C 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D 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19、手术器械、腹腔镜、膀胱镜、导尿管、口腔科牙钻、输

液器械、输血器选择哪一水平的消毒灭菌方法（ ）

A. 灭菌

B. 高水平消毒

C. 中水平消毒

D. 低水平消毒

20、传染病患者的生活垃圾应当分别投入以下那种颜色垃圾

袋中（ ）



A、黄色垃圾袋

B、黑色垃圾袋

C、红色垃圾袋

D、以上均可

21、多重耐药菌患者采取的隔离措施是（ ）

A、标准预防+空气隔离

B、标准预防+飞沫隔离

C、标准预防+接触隔离

D、标准预防+严密隔离

22、紫外线灯管使用时间累积应不超过（ ）小时。

A、100 B、200 C、500 D 、1000

23、下列物品中不属于医疗废物是哪种？（ ）

A、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械 B、使用后的（一次性塑料）

输液瓶（袋）

C、过期消毒剂 D、病理标本

24、《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所称的医疗废物是指什么？（）

A、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活动中产生的危害性

的废物

B、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

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危害性的废物

C、在医疗、预防、保健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间接感染

性、毒性以及其危害性的废物



D、在日常公益活动中产生的废物

25、隔离的实施应遵循（ ）和基于疾病传播途径的预防的

原则。

A、血液体液隔离 B、严密隔离 C、标准预防 D、普遍

预防

26、进行诊疗护理操作时，可能发生血液、分泌物喷溅时执

行标准预防措施包括哪些防护用品的使用（ ）

A、口罩、帽子 B、口罩、帽子、手套

C、口罩、帽子、手套、防护面罩 D 口罩、帽子、手套、

防护面罩、隔离衣

27、MRSA肺部感染者如不能单间放置最好与下列哪类病人同

室安置？（ ）

A、昏迷患者 B、气管切开患者

C、开放性创口患者 D、MRSA 尿路感染患者

28、飞沫传播是一种近距离传播,近距离是（）

A 1 米以内 B 1.2 米以内

C 1.5 米以内 D 2 米以内

29、预检分诊、发热门诊与感染性疾病科门诊医务人员应采

用（ ）

A、一级防护 B、二级防护 C、三级防护 D、以上均不

正确

30、二级防护适用于医务人员从事与疑似或确诊患者有密切



接触的诊疗活动，是指（ ）

A、穿戴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外科口罩(接触有流行病学史

的戴 N95 防护口罩)、工作服、隔离衣,必要时戴一次性乳胶

手套

B、穿戴一次性工作帽、防护眼镜或面罩(防雾型)、医用防

护口罩、防护服或隔离衣、一次性乳胶手套,一次性鞋套

C、穿戴一次性工作帽、戴医用防护口罩、防护面罩(或全面

型呼吸防护器或正压式头套)、防护服或隔离衣、一次性乳

胶手套,一次性鞋套

D、以上均不正确

31、我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报告处理流程，以下不正确的是

（ ）

A、立即进行局部处理（由近心端向远心端挤）

B、报告医院感染管理科(给予评估及指导进一步处理)

C、报告公共卫生管理科(给予评估及指导进一步处理)

D、填写“职业暴露登记表”建立档案→血清学追踪随访

32、对收治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和定植患者的病房（）

A 可同时收治不同耐药菌感染病人

B 不必使用专用物品进行清洁和消毒

C 应当使用专用物品进行清洁和消毒

D 经患者同意可挂隔离标识

33、完成对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或者定植患者的诊疗护理操



作后，必须做的哪项是错误的？（）

A 及时脱去手套 B 及时脱去隔离衣

C 及时进行手卫生 D 以上都无必要

34、加强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以下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 执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基本原则

B 正确、合理地实施抗菌药物给药方案

C 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的管理

D 减少或者延缓多重耐药菌的产生

35、以下多重耐药菌与代码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A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B 耐万古霉素肠

球菌（VRE）

C 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 （ESBLs） D 多重耐药菌

（MRSA）

36、《医院感染管理办法》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按照

什么加强抗菌药物临床使用和耐药菌监测管理。( )

A．《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B．《消毒管理办法》

C．《传染病防治法》 D.《执业医师法》

37、住院患者治疗性使用特殊级抗菌药物前微生物标本送检

率应不低于（ ）

A 50% B 60% C 70% D 80%

38、导管相关尿路感染置管时间大于（ ）者,宜持续夹闭,

定时开放。



A 3 天 B 5 天 C 7 天 D 14 天

39、可通过直接接触患者或被污染的物体表面时获得，随时

通过手传播，与医院感染密切相关的是。（ ）

A 暂居菌 B 常驻菌 C 病毒 D 支原

体

40、速干手消毒的时间为（ ）

A 20-30s B 40-60s C 1min-2min D 以上均不

正确

41、《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所称的医疗废物是指什么？

（ ）

A 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活动中产生的危害

性的废物

B 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

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危害性

的废物

C 在医疗、预防、保健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间接感

染性、毒性以及其危害性的废物

D 在日常公益活动中产生的废物

42、医疗废物中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

等高危险废物处理的原则是( )

A 交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B 医疗卫生机构自行处置



C 不必处置

D 在交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前应当就地消毒

43、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

病人的排泄物，处理方法正确的是以下哪项？（）

A 严格消毒后排入污水处理系统。

B 严格消毒，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后，即可排入地表水

体。

C 严格消毒，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污水处

理系统。

D 直接排入污水处理系统。

44、诊疗活动中使用过的一次性帽子、口罩、防护服、鞋套

等应投入以下那种颜色的包装袋？（ ）

A 黄色专用包装袋 B 黑色专用包装

袋

C 红色专用包装袋 D 白色专用包装

袋

45、以下物品中不属于感染性废物的是哪种？（ ）

A 过期的乙肝疫苗 B 印模托盘

C 压舌板 D 使用后的棉签

46、盛装的医疗废物的包装物或者容器达到（ ）满的时，

应当使用有效的封口方式，使包装物或者容器的封口紧实、

严密。



A 1/2 B 2/3 C 3/4 D 完全

47、医疗废物暂存时间是不得超过多长时间（ ）。

A 12 小时 B 24 小时 C 48 小时 D 72 小时

48、属于甲类传染病的是（ ）

A 鼠疫、炭疽 B 鼠疫、霍乱

C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霍乱 D 鼠疫、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

49、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应于

（ ）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网络报告。

A 2 小时 B 6 小时 C 12 小时 D 24 小时

50、对其他乙、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规定报告的传

染病病原携带者在诊断后，应于（ ）内进行网络报告。

A 2 小时 B 6 小时 C 12 小时 D 24 小时

二、多选题（共 50 题）

1、医院感染控制三级管理体系包括（ ）

A、医院感染控制委员会 B、医院感染管理科

B、医务处 D、科室医院感染管理小组

2、我院医院感染控制委员会副主任是（ ）

A、何继瑞 B、孟灵 C、吴小璐 D、李志东

3、科室医院感染感控小组的职责包括（ ）

A、按要求上报医院感染散发病例

B、督导本科室临床标本微生物送检情况



C、督导本科室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D、督促本科室医务人员落实医院感染相关制度

4、下列关于含氯消毒液配置方法中，正确的包括（ ）

A、现用现配，使用时限≤24h

B、使用前测试浓度，科室配备含氯测试纸

C、适用于物品、物体表面、分泌物、排泄物等的消毒

D、以上均不正确

5、什么是疑似医院感染暴发（ ）

A、指在医疗机构或其科室的患者中，短时间内出现 3 例以

上临床症候群相似、怀疑有共同感染源的感染病例

B、或者 3 例以上怀疑有共同感染源或感染途径的感染病例

现象

C、指在医疗机构或其科室的患者中，短时间内出现 5 例以

上临床症候群相似、怀疑有共同感染源的感染病例

D、或者 5 例以上怀疑有共同感染源或感染途径的感染病例

现象

6、我院使用的手消毒液的种类、主要成分包括以下（ ）

A、凝胶型：乙醇、正丙醇

B、水剂型：乙醇、葡萄糖酸氯己定

C、泡沫型：葡萄糖酸氯己定（防过敏）

D、以上均不正确

7、高度危险性物品是指进入人体无菌组织、器官、脉管系



统，或有无菌体液从中流过的物品或接触破损皮肤、破损黏

膜的物品，一旦被微生物污染，具有极高感染风险，包括以

下（ ）

A、手术器械 B、穿刺针 C、腹腔镜 D、活检

钳

8、中度危险性物品是指与完整黏膜相接触，而不进入人体

无菌组织、器官和血流，也不接触破损皮肤、破损黏膜的物

品，包括以下（ ）

A、胃肠道内镜 B、气管镜 C、喉镜 D、植入

物

9、低度危险性物品是指与完整皮肤接触而不与黏膜接触的

器材，包括以下（ ）

A、听诊器 B、血压计袖带 C、呼吸机管道 D、压舌

板

10、高水平消毒是指杀灭一切细菌繁殖体包括分枝杆菌、病

毒、真菌及其孢子和绝大多数细菌芽孢。达到高水平消毒常

用的方法包括（ ）

A、含氯制剂 B、二氧化氯 C、邻苯二甲醛 D、过氧

乙酸

11、中水平消毒是指杀灭除细菌芽孢以外的各种病原微生物

包括分枝杆菌达到中水平消毒常用的方法包括（ ）

A、碘类消毒剂（碘伏、氯已定碘）等



B、醇类和氯已定的复方

C、醇类和季铵盐类化合物的复方

D、酚类

12、下列情况应穿防护服: ( )

A、临床医务人员在接触甲类或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传染病

患者时。

B、接触经空气传播或飞沫传播的传染病患者，可能受到患

者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喷溅时。

C、在治疗室加药时

D、护理呼吸道感染病人时

13、引起医院感染传播的主要环节（ ABD ）

A 感染源 B 传播途径 C 免疫力 D 易感

人群

14、标准预防是医院所有患者和医务人员采取的一组预防感

染措施。包括（ ABCD ）

A.手卫生 B.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C. 安全注

射

D. 穿戴 PPE 正确处理患者环境中污染的物品与医疗器械

15、手卫生包括（ ABC ）

A、洗手 B、卫生手消毒 C、外科手消毒 D、以上均

不对

16、围手术期预防应用抗菌药物适应症（）



A 清洁切口 B 清洁-污染切

口及污染切口

C 使用人工材料或人工装置的手术 D 清洁大手术

时间长、创伤面大

17、抗菌药物治疗性应用的基本原则（ ）

A 诊断为细菌性感染者，方有指征应用抗菌药物；

B 尽早查明感染病原，根据病原种类及细菌药物敏感试验

结果选用抗菌药物；

C 按照药物的抗菌作用特点及其体内过程特点选择用药；

D 抗菌药物治疗方案应综合患者病情、病原菌种类及抗菌

药物特点制订；

18、抗菌药物分哪三类进行分级管理。（ ）

A 非限制使用 B 限制使用 C 特殊使

用

D 随意使用

19、我院监测的多重耐药菌有哪些（）

A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B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

C 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的细菌

D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

20、临床科室如何对朊病毒、气性坏疽、突发原因不明的传

染病病原体污染的诊疗器械、器具和物品进行处置（ ）



A、患者宜选用一次性用品

B、使用后应进行双层医疗废物袋密闭封装（锐器置锐器盒

后封装）

C、医疗废物包装外标明感染性疾病名称

D、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

21、为防针刺伤，正确诊疗操作是：（ ）

A 使用后的锐器直接放入耐刺、防渗漏的利器盒

B 利用针头处理设备进行安全处置

C 使用具有安全性能的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用锐器，以

防刺伤

D 将针套套回针头，以防扎伤别人

22、医务人员实施诊疗护理操作中，有可能接触多重耐药菌

感染患者或者定植患者的哪些时，应当使用手套，必要时使

用隔离衣？（）

A 溃烂面 B 血液和体液

C 分泌物 D 伤口

23、对患者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设备设施表面如何处理？

（ ）

A 应当每天进行清洁和擦拭消毒。

B 出现或者疑似有多重耐药菌感染暴发时，应当增加清

洁和消毒频次。

C 仅用清水擦拭



D 没必要处理

24、医务人员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当实施手卫生？（）

A 直接接触患者前后

B 接触患者体液或者分泌物后

C 接触患者使用过的物品后

D 摘掉手套后

25、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那些细菌实施目标性监测（）

A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B 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

C 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的细菌

D 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26、医疗机构应当对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和定植患者实施隔

离措施（ ）

A 首选单间隔离

B 可以将同类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或者定植患者安置在

同一房间

C 患者安置无特殊要求

D 不能将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或者定植患者与气管插管、

深静脉留置导管、有开放伤口或者免疫功能抑制患者安置在

同一房间。

27、医院对多重耐药菌感染控制的培训应做好（）

A 对医务人员必须进行相关内容培训



B 对患者及家属可不必进行相关培训，以减少医疗纠纷

C 保洁人员因不直接接触病人，不必进行培训

D 提高医务人员防控技能，保障医疗安全

28、多重耐药菌预防与控制措施包括（ ）

A 加强医务人员手卫生

B 对感染患者实施接触隔离（医生下接触隔离医嘱，并写病

程记录，悬挂隔离标识，配备手消液）

C 做好标准预防，加强个人防护

D 根据临床微生物检测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29、呼吸机相关肺炎的核心预防策略包括（ ）

A 应每天评估呼吸机及气管插管的必要性。

B 若无禁忌症应将患者头胸部抬高 30-45 度,并应协助患者

翻身拍背及震动排痰。

C 应使用有消毒作用的口腔含液进行口腔护理, 6-8 小时 1

次

D 操作时应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

30、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核心预防策略包括（ ）

A 不必每日评估留置导管的必要性。

B 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采取最大无菌屏障。

C 导管辅料处保持清洁干燥，导管接头消毒时间达 15 秒。

D 置管部位宜选择股静脉.

31、导管相关尿路感染的核心预防策略中，下列正确的是



（ ）

A 操作时应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

B 保持尿液引流系统的密闭性,应常规膀胱冲洗。

C 应做好导尿管的日常维护,防止滑脱。

D 应保持集尿袋低于膀胱水平,防止返流。

32、下列哪些情况医务人员应认真洗手( )

A 接触病人前 B 进行无菌操作前 C 换药

前

D 接触患者后

33、对乙类传染病中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有（ ）

A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B 炭疽中的肺炭疽

C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D 新冠肺炎

34、以下哪些物品属于感染性废物？（）

A 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

B 各种废弃的医学标本

C 废弃的血液、血清

D 使用后的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

35、以下哪些物品属于损伤性废物？（）

A 手术锯 B 玻璃安瓿 C 医用针头、缝

合针

D 备皮刀

36、 以下对利器盒的要求哪些是正确的？ ()



A 利器盒整体为硬制材料制成，密封 B 利器盒能防

刺穿

C 利器盒可用于装废弃的血袋

D 利器盒整体颜色为黄色，在盒体侧面注明“损伤性废

物”37、关于手卫生设施的配备正确的是 （ ）

A 洗水池应方便医务人员使用，重点部门应当采用非手

触式水龙头开关

B 尽量使用肥皂洗手，保持固体肥皂的干燥

C 干手物品或者设施应当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D 诊疗区域必须配备非手触式水龙头

38、特殊感染是指：（ ）

A.阮病毒 B.气性坏疽 C.突发不明原因传染病的病原体

D.HIV

39、下列哪些是感染高风险的部门：（ ）

A.手术室和检验科 B.产房和口腔科 C.重症监护病房 D.

新生儿室

40、有人状态下室内空气净化方法（）

A.紫外线照射 B.三氧机 C.紫外线空气动态消毒机 D.自

然通风

41、消毒供应中心是医院内承担各科室所有重复使用诊疗器

械、器具和物品（ ）以及无菌物品供应的部门

A 回收 B 清洗 C 消毒 D 灭菌



42、关于医院感染全院综合性监测，下面哪些说法是不正确

的？（）

A 监测对象即所有临床科室的全部住院患者

B 监测对象即所有临床科室的全部住院患者和医务人员

C 监测时间至少 1 年

D 监测时间至少 2 年

43、关于医院感染监测，下面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 包括全院综合性监测和目标性监测

B 具有长期、系统、连续的特点

C 研究对象是医院感染在一定人群中的发生、分布及其

影响因素

D 为医院感染的预防、控制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4、关于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下面哪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

A 指的是针对高危人群、高发感染部位等开展的医院感

染及其危险因素的监

测

B 不包括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性监测

C 目标性监测持续时间应连续 6 个月以上

D 目标性监测持续时间应连续 3 个月以上

45、医院感染是指 （ ）

A 住院病人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



B 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

感染

C 不包括入院前已开始或入院时已处于潜伏期的感染

D 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

46、减少免疫功能低下者发生医院感染的措施正确的是（ ）

A 尽量减少侵入性操作

B 大量应用广谱抗菌药物预防感染

C 积极发现和治疗局部病灶

D 采取保护性隔离措施，切断感染途径

47、感染日期：是指出现临床症状或实验室检验阳性的标本

的送检日期，用以计

算：（ ）

A 入院到发生医院感染的间隔

B 手术到发生医院感染的间隔

C 用以区别在同一病人同一部位不同时期的感染

D 感染发生的经过

48、伤口的分类：（ ）

A 清洁伤口（Ⅰ）

B 清洁污染伤口（Ⅱ）

C 污染伤口（Ⅲ）

D 感染伤口

49、下呼吸道感染包括哪些？（ ）



A 患者出现咳嗽、痰粘稠，肺部出现湿罗音

B 发热

C 白细胞总数和(或)嗜中性粒细胞比例增高

D X 线显示肺部有炎性浸润性病变

50、以下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A 凡进入人体组织、无菌器官的医疗器械、器具和物品

必须达到灭菌水平。

B 凡进入人体消化道、呼吸道的内镜必须达到高水平消

毒。

C 各种用于注射、穿刺、采血等有创操作的医疗器具必

须一用一消毒。

D 接触皮肤、粘膜的医疗器械、器具和物品必须达到消

毒水平。

单选题答案：

1-10 AACBBCCDCA,11-20 CBABCCBAAA,21-30

CDBBCDDAAA,31-40 BCDADADAAA

41-50 BDCAACCBAD

多选题答案：

1. ABD 2.AB 3.ABCD 4.ABC 5.A 6.ABC 7.ABCD 8.ABC 9.AB

10.ABCD 11.ABCD

12. AB 13．ＡＢＤ １４．ＡＢＣＤ．１５．ＡＢＣ １



６.ＢＣＤＥ１７.ＡＢＣＤ１８.ＡＢＣ １９.ＡＢＣＤ

２０.ＡＢＣＤ ２１.ＡＢＣ ２２.ＡＢＣＤ ２３.Ａ

Ｂ ２４.ＡＢＣＤ ２５.ＡＢＣＤ 26.ABD 27.AD

28.ABCD 29.ABCD 30.BC 31.ACD 32.ABCD 33.ABCD 34.ABCD

35.ABCD 36.ABD 37.AC 38 ABC

39. ABCD 40.CD 41.ABCD 42.AC 43.ABCD 44.BD 45.ABCD

46.ACD 47.ABC 48.ABC

49.ABCD 50.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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