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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执业药师《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学习计划表

一、前言

本次《中药综合知识与技能》的内容学习为熟悉阶段，需要花的时间较长，学习考点时在对内容有一定熟悉的前提

下尽量多记忆一些知识点。分值低的章节学习可适当延后，如第一章、第四章、第十章和第十三章。

学习时间需要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作适当调整，学习能力强记忆力好的考生所花时间可相对减少（老考生可跳过已

熟记的知识点），学习能力较弱记忆力较差的考生建议学习时间不少于下列表格中所列时间。

记忆时可采用简化、口诀、联想、笔记、图画等多种方式丰富记忆点，建议有条件的同学边学习边做笔记。

二、学习计划

章 学习时间 细目 要点

一、执业药师与

中药药学服务

0.5 小时

1.中药药学服务的目标

与价值
中药药学服务的宗旨，中药药学服务的重点人群

2.中药药学服务的模式

与内容

中药药学服务模式及转变、中药药学服务的内容、中

药药学服务新进展

0.5 小时

3.中药药学服务对执业

药师的要求
职业道德、专业知识、专业技能

4.中医药文献信息特点

与来源
中医药文献特点、文献来源

1~1.5 小时 5.常用古文典籍 主要医学典籍、本草典籍、方书典籍、炮制典籍

0.5 小时

6.常用现代中医药工具

书和文献检索数据库

药品标准，常用中医药期刊，常用中医药工具书与文

献，常用药品集和专著，常用文献检索数据库

7.用药咨询服务 咨询服务方法，咨询服务的对象和内容

8.用药教育服务
用药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患者合理用药教育，中药用

药安全性教育

0.5 小时
9.应用药品的特殊提示

需特殊提醒的用药人群，需特殊提示的情形和特别注

意的问题

10.沟通原则与技巧 沟通原则，沟通技巧，投诉应对

二、中医基础理

论

0.5 小时 1.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
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环境的统一性

症、证、病的区别，辨证与论治的关系

0.5 小时
2.阴阳的属性 事物阴阳属性的分析和运用

3.阴阳的相互关系 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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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 4.阴阳学说的临床应用 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0.5 小时 5.五行的特性 五行的特性及事物分类

0.5 小时 6.五行的生克乘侮 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

0.5 小时 7.五行学说的临床应用 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1.5~3 小时 8.五脏的生理功能 心、肺、脾、肝、肾的生理功能

1.5~2 小时 9.五脏之间的关系
心与肺、心与脾、心与肝、心与肾、肺与脾、肺与肝、

肺与肾、肝与脾、肝与肾、脾与肾的关系

1~2 小时
10.五脏与志、液、体、

华、窍的关系
心肺脾肝肾分别与志、液、体、华、窍的关系

0.5~1 小时 11.六腑的生理功能 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的生理功能

0.5 小时 12.奇恒之腑 脑，女子胞

0.5~1 小时 13.五脏与六腑的关系 心与小肠，肺与大肠，脾与胃，肝与胆，肾与膀胱

0.5~1 小时 14.气 气的生成，分类与分布，生理功能，气的运行

0.5~1 小时 15.血 血的生成、运行、生理功能，气与血的关系

0.5~1 小时 16.津液 津液的生成与分布，代谢，生理功能

0.5 小时 17.经络系统 经脉的组成，络脉的组成，经络的主要生理功能

1 小时 18.十二经脉 十二经脉走向和交接规律，分布规律和流注次序

0.5~1 小时 19.奇经八脉
奇经八脉的特点和作用，督、任、冲、带脉的基本功

能

0.5 小时 20.经络的生理功能 经络的主要生理功能

0.5~1 小时
21.体质的构成要素与

分类
体质的构成要素，体质的分类

0.5~1 小时
22.体质学说的应用 指导养生防病，指导辨证治疗

23.外感病因 六淫，疠气

0.5~1.5 小时

24.内伤病因 七情内伤、饮食失宜、劳逸失常的致病特点

25.病理产物性病因 痰饮，瘀血，结石的形成及治病特点

26.其他病因 毒邪，药邪的形成及治病特点

0.5 小时 27.发病原理 发病的内在根据、重要条件，决定是否发病的因素

0.5~1 小时 28.基本病机 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调、津液失常

0.5 小时
29.治未病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护的原则和方法

30.康复 康复的原则及常用疗法

三、中医诊断基

础

0.5 小时 中医诊断学概述 主要内容、基本原则

1.5~2.5 小时 1.望诊

望神的临床表现和意义，望面色的临床意义，望形体、

头面的主要内容及临床意义，望舌质、舌笞的主要内

容及临床意义，望排出物的主要内容及临床意义

1~1.5 小时 2.闻诊 语声、呼吸异常及咳嗽、呃逆、嗳气声音变化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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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口气、痰涕、二便气味异常的临床意义

1 小时 3.问诊

问寒热、问汗出、问疼痛的临床意义，问口渴与饮水、

食欲与食量及口味，问大小便的变化耳鸣耳聋、头晕

目眩的临床意义，问月经与带下的变化

1.5 小时 4.切诊
切脉的部位和寸口脉分候脏腑，常见病脉的脉象及主

病，按肌肤、按脘腹的要点和临床意义

1 小时 5.八纲辨证 表证、里证，寒证、热证，虚证、实证，阴证、阳证

1.5~2.5 小时 6.脏腑辨证
心病，肺病，脾病，肝病，肾病，六腑病变，脏腑兼

病

1~1.5 小时 7.气血津液辨证
气病，血病，气血同病，津液不足、水肿的临床表现

及辨证要点

四、常用医学检

查 指 标 及 其 临

床意义

1 小时 血常规、尿常规、粪常规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1 小时 肝功能、肾功能、常用血液生化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0.5 小时 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检测结果的临床意义

五、治则与治法

0.5 小时

1.扶正祛邪 扶正与祛邪的概念，扶正祛邪的运用

2.正治反治 正治，反治

3.标本缓急 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

0.5 小时

4.调整阴阳 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含义和临床应用

5.调和脏腑
顺应脏腑生理特性，调理脏腑阴阳气血，调理脏腑相

互关系

0.5~1 小时 6.调理气血津液 调气，调血，调津液，调理气血津液的关系

0.5 小时 7.三因制宜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原则和临床应用

1 小时

8.汗法 汗法的概念、适应证及分类，汗法应用注意事项

9.吐法 吐法的概念、适应证及分类，吐法应用注意事项

10.下法 下法的概念、适应证及分类，下法应用注意事项

11.和法 和法的概念、适应证及分类，和法应用注意事项

12.温法 温法的概念、适应证及分类，温法应用注意事项

13.清法 清法的概念、适应证及分类，清法应用注意事项

14.消法 消法的概念、适应证及分类，消法应用注意事项

15.补法 补法的概念、适应证及分类，补法应用注意事项

六、中医内科常

见 病 的 辨 证 论

治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热感冒、风寒感冒、时行感冒、气虚感

冒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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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痰湿蕴

肺、痰热郁肺、肺阴亏耗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

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寒闭肺、痰热壅肺、痰浊阻肺、肾不纳

气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痰浊阻肺、痰热郁肺、肺肾气虚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心脾两虚、阴虚火旺、心阳不振、瘀阻心

脉证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气虚血瘀、气滞血瘀、痰浊痹阻、寒凝心

脉、气阴两虚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肝火扰心、痰热扰心、心脾两虚、心肾不

交、心胆气虚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寒邪客胃、饮食伤胃、肝气犯胃、湿热中

阻、胃阴亏耗、脾胃虚寒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

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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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寒湿内盛、湿热伤中、食滞肠胃、肝气乘

脾、脾胃虚弱、肾阳虚衰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

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热秘、气秘、冷秘、虚秘的症状、治法、

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寒头痛、风热头痛、肝阳头痛、血虚头

痛、瘀血头痛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肝阳上亢、气血亏虚、肾精不足、痰湿中

阻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肝郁气滞、肝胆湿热、瘀血阻络、肝络失

养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痰入络、风阳上扰、气虛血瘀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肺卫不足、心血不足、阴虚火旺、邪热郁

蒸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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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阴虛燥热、脾胃气虛、气阴两虚、肾阴亏

虛、阴阳两虚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热淋、石淋、血淋、气淋、膏淋、劳淋的

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膀胱湿热、湿热瘀阻、肾阳衰惫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水相搏、水湿浸渍、湿热壅盛、脾阳虚

衰、肾阳衰微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肾虛腰痛、瘀血腰痛、湿热腰痛、寒湿腰

痛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肝气郁结、痰气郁结、心神失养、心脾两

虚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气虚、血虚、阴虛、阳虚的症状、治法、

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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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行痹、痛痹、虺痹、着痹的症状、治法和

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阳暑、阴暑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

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气虚发热、阴虚发热、气郁发热、血瘀发

热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肝气郁结、气滞血阻、瘀血内结、正虚邪

结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七、中医外科常

见 病 的 辨 证 论

治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热毒蕴结、湿毒蕴结、阴虚内热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气滞热壅、热毒炽盛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肝郁痰凝、冲任失调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https://www.233.com/shouji233/?utm_source=znyaoshi%26utm_medium=shequ%26utm_term=Edpyyt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肺经风热、胃肠湿热、痰湿瘀滞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寒束表、风热犯表、胃肠湿热、血虚风

燥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伤肠络、湿热下注、气滞血瘀、脾虚气

陷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惊恐伤肾、心脾两虛、肾阳不足、肝郁不

舒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肾虚精亏、肝郁气滞、湿热下注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气滞血瘀、瘀血阻络、风寒湿瘀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八、中医妇科常

见 病 的 辨 证 论

治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脾气虛、肾气虚、肝郁血热的症状、治法、

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肾虚、血虚、气滞的症状、治法、方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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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肾虚、肝郁、脾虚的症状、治法、方剂应

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肾虚、气血亏虚、痰湿、血瘀的症状、治

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气虚、血热、血瘀的症状、治法、方剂应

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气滞血瘀、寒凝血瘀、湿热瘀阻、气血虚

弱、肝肾亏虚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气血两虚、脾不统血、肝肾不足、瘀血阻

络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阴虛火旺、脾肾阳虚、肝郁肾虚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肾阳亏虚、湿热下注、脾虚湿盛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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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九、中医儿科、

五 官 科 常 见 病

的辨证论治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乳食内积、脾虚夹积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脾运失健、脾胃气虛、脾胃阴虚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热蕴肺、胆经郁热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心脾积热、脾肾阳虚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热外袭、火毒上攻、虚火上炎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0.5~1 小时

1.证候类型与治则治法
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

疾病

2.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风热侵袭、肝火上饶、肾精亏损、脾胃虚

弱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健康指导 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十、民族医药基

础知识 1 小时

1.藏药的概念

2.藏医基础知识
五元、三因、阴阳学说的内容，藏医的治疗原则、方

法

3.藏药基础知识
藏药理论，配伍，剂型，用药禁忌，部分重要的常用

方剂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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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蒙药的概念 主要内容及含义

5.蒙医基础知识 二根、七素、二秽的内容，蒙医辨证施治主要内容

6.蒙药基础知识
蒙医理论，蒙医配伍，传统剂型，用药方法，用药剂

量，用药禁忌

7.维吾尔药的概念 主要内容及含义

8.维吾尔医基础知识 维吾尔医学的各种学说内容

9.维吾尔药基础知识 维吾尔药理论，方剂，制剂和剂型

十一、中药调剂

和贮藏养护

0.5 小时
1.处方的概念 内容及要点

2.中药处方格式 前记、正文、后记的内容

1 小时 3.处方的常用术语
与药名有关的术语，与调剂有关的术语，与煎煮等有

关的术语，中药调剂流程的一般环节和“四查十对”

1 小时

4.处方审核的原则和要

求
审方中的注意事项

5.处方审核的主要内容 中药处方规范性，中药处方用药适宜性

1.5~2.5 小时 6.饮片处方调配

饮片斗谱安排，饮片调剂用具，药味调配要求，饮片

的处方应付，部分毒性中药及按麻醉药管理的饮片调

配，有毒、小毒中药的用法用量及调配

1.5~3 小时 7.中成药处方调配

中成药处方调配的程序和注意事项，妊娠禁用、忌用

和慎用的中成药，含毒性饮片、按麻醉药管理饮片以

及含朱砂的中成药调配

0.5 小时 8.调配复核 中药处方复核，发药与用药指导

0.5~1 小时
9.中药汤剂与中药煎药 内容及要点

10.中药汤剂的煎煮 煎煮程序，煎煮注意事项，中药特殊煎药方法

0.5~1 小时
11.中药临方炮制

内容及要点
12.临方制剂加工

1~1.5 小时

13.常见的中药质量变

异现象
中药饮片、中成药贮存中常见的质量变异现象

14.引起中药质量变异

的因素
自身因素、环境因素对中药质量变异的影响

0.5~1 小时 15.中药贮藏

《中国药典》“凡例”贮藏项下各名词术语的规定

中药贮藏对环境的基本要求，中药饮片、中成药剂型

的贮藏要求

0.5~1 小时 16.中药养护 传统养护技术，现代养护技术

十二、中药的合

理应用
0.5~1 小时

1.合理用药的基本原则 安全、有效、简便、经济使用药品的要求

2. 不 合 理 用 药 主 要 表

现、后果及合理用药的

不合理用药的主要表现、主要后果，临床合理用药保

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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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

0.5 小时 3.中药饮片配伍 七配伍原则和配伍应注意的问题

0.5~1 小时
4.中药饮片复方配伍和

不同炮制品的正确应用

中药饮片复方配伍理论应用，中药饮片不同炮制品在

方剂中选用和使用注意

0.5~1 小时
5.中药注射剂的合理联

用
中药注射剂的合理应用基本原则，不合理适用举例

1~1.5 小时 6.中成药的合理联用 中成药之间的配伍应用，中成药与药引的配伍应用

0.5~1 小时 7.中西药联用的特点 协同增效，降低毒副反应，降低用药剂量

1~1.5 小时
8.中西药联用的药物相

互作用
药动学的相互作用，药效学的相互作用

1~1.5 小时 9.中西药联用的举例
中西药合理联用的例举，中西药不合理联用的例举，

中成药联用的配伍禁忌

1 小时
10.含西药组分的中成

药品种

含西药组分的中成药及使用注意事项，含西药组分中

成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0.5~1 小时
11.老年患者的中药应

用

老年人合理应用中药的原则，老年人合理服用滋补药

的注意事项

0.5~1 小时
12.妊娠期患者和哺乳

期患者的中药应用
妊娠期、哺乳期患者的中药应用原则和注意事项

0.5~1 小时
13.婴幼儿患者的中药

应用
婴幼儿患者合理应用中药的原则、注意事项

0.5~1 小时
14.肾功能不全者的中

药应用

肾功能不全者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常见对肾功能有

影响的中药

0.5~1 小时
15.肝功能不全者的中

药应用

肝功能不全者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引起肝损伤的中

药及其主要化学物质，中药引起肝损伤的防治原则

十三、中药用药

安全

0.5~1 小时

1.中药药物警戒与中药

不良反应监测
药物警戒与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的区别

2.中药药物安全性的认

识
传统中医药、中医药现代对药物安全性的认识

0.5~1 小时

3.中药药物不良反应/事

件基本类型和发生机制
基本类型，发生机制

4.常见临床表现 皮肤症状，全身症状

0.5 小时
5.引起药物不良反应发

生的因素
药物相关因素，患者机体因素，临床使用因素

0.5 小时 6.监测与报告
自愿呈报和集中监测，监管系统，报告范围和程序，

填写内容和评价方法，注意事项

1 小时 7.常见中药品种的不良 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

https://www.233.com/shouji233/?utm_source=znyaoshi%26utm_medium=shequ%26utm_term=Edpyyt


反应

0.5~1 小时
8.中药用药错误的分类 易发生用药错误的环节，评估分级

9.用药错误的防范策略 发生用药错误的风险因素，案例分析

1 小时 10.乌头类药物
乌头类药物和含乌头类药物的中成药，中毒机制、表

现、原因、解救

1 小时
11.马钱子及含马钱子

的中成药

含马钱子的常见中成药，中毒机制、表现、原因、解

救

0.5 小时
12.蟾酥及含蟾酥的中

成药
含蟾酥的常见中成药，中毒机制、表现、原因、解救

0.5 小时
13.雄黄及含雄黄的中

成药
含雄黄的常见中成药

执业药师刷题：每日一练、章节练习、模拟考场、历年真题在线题库，配备老师视频解析掌上刷，另有做题记录、

错题集、收藏试题、积分下载试题离线刷，以及个性化做题习惯设置，移动学习更方便！更有答题闯关，知识点打

卡、模考大赛等活动边刷题边赢奖品！伴你备考路上丰富多彩！

手机应用市场搜索“233 网校”或识别下图二维码，点击下载 233 网校 APP

https://www.233.com/shouji233/?utm_source=znyaoshi&utm_medium=shequ&utm_term=Edpyyt
https://www.233.com/shouji233/?utm_source=znyaoshi%26utm_medium=shequ%26utm_term=Edpyy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