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学霸君微信号“ks233wx7”，拉进 2020 年执业药师备考交流群，一起考证！

通过 233 网校 APP—我的资料包，下载更多执业药师学习资料，最新章节习题，模拟试题，历年真题在线免费做!

2020 年执业药师《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备考指导

一、分值及备考难度



二、章节重要考点

章 节 考点

第一章执业药师与

中药药学服务

第一节中药药学服务模式 中药药学服务的目标与价值、模式与内容、对执业药师的要求

第二节中药用药咨询与用

药教育服务的文献信息

中医药文献信息特点与来源、常用古文典籍、常用现代中医药工

具书和文献检索数据库

第三节用药咨询与用药教

育服务
用药咨询服务、用药教育服务、应用药品的特殊提示等

第二章中医理论基

础

第一节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第二节阴阳学说 阴阳的概念和属性、相互关系、临床应用

第三节五行学说 五行与五行学说、生克乘侮、临床应用

第四节藏象
五脏的生理功能、五脏之间的关系、五脏与志、液、体、华、窍

的关系、六腑的生理功能、奇恒之腑、五脏与六腑的关系

第五节气血津液 气血津液的生成，分类与分布，生理功能，气的运行及相互关系

第六节经络

经脉、络脉的组成，主要生理功能十二经脉走向和交接规律，分

布规律和流注次序，奇经八脉的特点和作用，督、任、冲、带脉

的基本功能等

第七节体质 体质的构成要素与分类、体质学说的应用

第八节病因 外感病因、内伤病因、病理产物性病因、其他病因

第九节发病与病机 发病原理、基本病机

第十节治未病与康复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护，康复的原则和方法

第三章中医诊断基

础

第一节中医诊断学概述 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第二节四诊 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主要内容及临床意义

第三节辩证 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的临床表现及辨证要点

第四章常用医学检

查指标及其临床意

义

第一节血常规检查 血常规正常值参考范围、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第二节尿常规检查 尿常规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第三节粪常规检查 粪常规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第四节肝功能检查 肝功能正常值参考范围、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第五节肾功能检查 肾功能正常值参考范围、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第六节常用血液生化检查 常用血液生化检查正常值参考范围、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第七节乙型肝炎病毒标志

物检测
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检测结果的临床意义

第五章治则与治法

第一节治疗原则
扶正祛邪、正治反治、标本缓急、调整阴阳、调和脏腑、调理气

血津液、三因制宜

第二节治法
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消法、补法的概念、适

应证及分类，汗法应用注意事项

第六章中医内科常 第一节感冒 感冒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见病的辨证论治 第二节咳嗽 咳嗽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三节喘证 喘证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四节肺胀 肺胀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五节心悸 心悸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六节胸痹 胸痹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七节不寐 不寐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八节胃痛 胃痛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九节泄泻 泄泻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节便秘 便秘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一节头痛 头痛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二节眩晕 眩晕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三节胁痛 胁痛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四节中风 中风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五节汗证 汗证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六节消渴 消渴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七节淋证 淋证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八节癃闭 癃闭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九节水肿 水肿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十节腰痛 腰痛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十一节郁证 郁证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十二节虚劳 虚劳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十三节痹证 痹证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十四节中暑 中暑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十五节内伤发热 内伤发热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十六节积聚 积聚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七章中医外科常

见病的辨证论治

第一节疖 疖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节乳痈 乳痈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三节乳癖 乳癖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四节粉刺 粉刺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五节瘾疹 瘾疹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六节痔疮 痔疮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七节阳痿 阳痿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八节男性不育症 男性不育症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九节跌打损伤 跌打损伤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八章中医妇科常

见病的辨证论治

第一节月经先期 月经先期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节月经后期 月经后期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三节月经先后无定期
月经先后无定期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

常调护

第四节月经过少 月经过少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五节月经过多 月经过多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六节痛经 痛经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七节崩漏 崩漏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八节绝经前后诸症
绝经前后诸症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

调护

第九节带下过多 带下过多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九章中医儿科五

官科常见病的辨证

论治

第一节积滞 积滞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二节厌食 厌食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三节鼻渊 鼻渊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四节口疮 口疮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五节咽喉肿痛 咽喉肿痛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六节耳鸣耳聋 耳鸣耳聋的可参考西医学疾病，辨证论治，饮食宜忌和日常调护

第十章民族医药基

础知识

第一节藏医药基础知识 藏药的概念，藏医基础知识，藏药基础知识

第二节蒙医药基础知识 蒙药的概念，蒙医基础知识，蒙药基础知识

第三节维吾尔医药基础知

识
维吾尔药的概念，维吾尔医基础知识，维吾尔药基础知识

第十一章中药调剂

和贮藏养护

第一节中药处方 处方的概念、中药处方格式、处方的常用术语

第二节处方审核 处方审核的原则和要求、处方审核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处方调配、复核与发

药
饮片处方调配、中成药处方调配、调配复核

第四节中药煎药 中药汤剂与中药煎药、中药汤剂的煎煮

第五节中药临方炮制和临

方制剂加工
中药临方炮制、临方制剂加工

第六节中药的质量变异 常见的中药质量变异现象、引起中药质量变异的因素

第七节中药贮藏与养护 中药贮藏要求、中药养护技术

第十二章中药的合

理应用

第一节中药合理用药概述
合理用药的基本原则、不合理用药主要表现、后果及合理用药的

主要措施

第二节中药饮片的合理应

用
中药饮片配伍，中药饮片复方配伍和不同炮制品的正确应用

第三节中成药的联合应用 中药注射剂的合理联用，中成药的合理联用

第四节中西药的联合应用
中西药联用的特点，中西药联用的药物相互作用，中西药联用的

举例，含西药组分的中成药品种

第五节特殊人群的中药应 11.老年患者、妊娠期患者和哺乳期患者、婴幼儿患者、肾功能



用 不全者、肝功能不全者的中药应用

第十三章中药用药

安全

第一节中药药物警戒 中药药物警戒与中药不良反应监测，中药药物安全性的认识

第二节中药药物不良反应/

事件

中药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基本类型和发生机制，常见临床表现，

引起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因素，监测与报告，常见中药品种的不

良反应

第三节中药用药错误 中药用药错误的分类，用药错误的防范策略

第四节医疗用毒性中药的

中毒反应和基本救治原则

乌头类药物、马钱子及含马钱子的中成药、蟾酥及含蟾酥的中成

药、雄黄及含雄黄的中成药中毒机制、表现、原因、解救

三、备考指导

1、分阶段复习

（1）一阶段

以熟悉内容为主，跳过已学或熟悉的考点，其他的考点内容从零开始学习。结合所学课程，使用笔记、图画、总结

归纳等方法尽量使考点通俗易懂，标记难理解的考点。此阶段建议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第一章、第四章以及第十章内容考试分值低，先跳过不复习，主要复习考试分值高的章节。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考点

一定要多花时间学习，尽量吃透。若难以理解则将考点尽量多的背诵下来，可以搭配老师的课程讲解一起学习，难

度会有所降低。

（2）二阶段

查漏补缺阶段，忘记的或者理解难度较高的考点进行二遍复习；主要复习第二、三、六、七、八、九、十一和十二

章。这个时候可以开始做一些习题巩固所学考点，2015 年~2017 年的真题先做一遍，熟悉考官出题方式。此阶段建

议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找不到真题的考生可以进入 233 网校的考试社区下载 2015~2019 年真题。

（3）三阶段

这个阶段是检验阶段，一阶段跳过的第一章、第四章以及第十章考点这时候大致过一遍。此外，其他的考点全部过

一遍，熟练掌握的直接略过；再次挑出难、偏、记不住的考点，进行三遍复习，对理解能力要求较高的考点，采用

关键词或口诀等方法直接记忆。

重复复习过程，直到所有考点掌握 90%以上，仿照考试模式将 2018 年~2019 年真题做一遍，再找几套模拟试卷做一



遍。所有考点掌握 90%以上、模拟考试或者真题考试分数在 100 分以上则复习成果较好。此阶段建议花 20 天左右。

2、复习攻略

（1）第一章、第四章和第十章分值较低，时间紧的考生可放弃。

（2）先学习第二、三章，这两章内容熟练掌握后再学习第六、七、八、九章，第二、三章与辨证论治的四个章节

联系非常紧密，分值占比也高，一定要多看多背多理解。时间充裕的考生可结合《中药二》内容一起学习。

（3）辨证都有各自独特的鉴别点，掌握了鉴别点，能很快找出疾病证型。

气滞：胀闷疼痛，脉涩等。

气虚：少气懒言，倦怠乏力，自汗，活动时诸症加重，脉虚、脉细弱等。

血瘀：局部疼痛，痛如针刺，拒按，痛处固定不移，伴有面色晦暗、口唇舌紫暗，脉涩等。

血虚：面色苍白或萎黄，唇色淡白,头晕眼花，心悸失眠，手足发麻，舌质淡，脉细无力等。

阴虚：盗汗、五心烦热、骨蒸潮热、颧红消瘦、咽干口燥、舌红少津、脉细数等。

阳虚：面色㿠白、畏寒肢冷、舌淡、脉迟等寒象，而且还有喜静跑卧、小便清长、下利清谷等虚象。

湿热：重着，黏腻不爽，苔黄腻，脉滑数等。。

（4）脏腑辨证是在以上基础上，增加可以定位到相应脏腑的症状。如心悸、胸痹可定位到心；咳嗽、喘促定位到

肺；胁痛定位到肝等。

建议！复习时结合视频课程来学习，一般讲师会教授一些学习技巧或者速记方法，也会总结考试的重难点，可以

使备考事半功倍。为了强化记忆，所有科目的课程建议听三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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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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