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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冲刺】2020 年执业药师《中药学专业知识一》100 条重要考点

考点 1. 7 本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中华本草》。

考点 2. 四气：又称四性，即指药物具有的寒、热、温、凉四种药性。它反映药物影响人体阴阳盛衰

和寒热变化的作用特点，是说明药物作用性质的重要概念之一。

考点 3. 五味：即指药物因功效不同而具有辛、甘、酸、苦、咸等味。其既是药物作用规律的高度概

括，又是部分药物真实滋味的具体表示。

考点 4. 归经，即药物作用的定位，就是把药物的作用与人体的脏腑经络联系起来，用以说明药物功

效的适应范围，从而为临床辨证论治提供选择用药的依据。

考点 5. 有毒与无毒：有毒，狭义上讲，是指药物用于人体后能否造成伤害而言。广义上讲，除指药

物的作用能否对人体造成伤害外，还应包括药物对人体治疗作用的强弱，反映了其偏性对人体的两面

性。

考点 6. 七情配伍概念：又称配伍七情、药物七情。即指单味中药配伍同用的七种情形。除“单行”

外，皆从双元配伍用药角度，论述单味中药通过简单配伍后的性效变化规律。

考点 7. 君臣佐使概念：是指从多元用药的角度，论述各药在方中的地位及配伍后的性效变化规律。

它是七情配伍的进一步发展，高度概括了中医组方的原则。

考点 8. 八法：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消法、补法。

考点 9. 方剂的组方原则：君臣佐使。

考点 10. 常用的道地药材：川药、广药、云药、贵药、怀药、浙药、关药、北药、华南药、西北药、

藏药。

考点 11.植物药的一般采收原则：根及根茎类一般在秋、冬两季植物地上部分将枯萎时及春初发芽前

或刚露苗时采收；茎木类一般在秋、冬两季采收；皮类一般在春末夏初采收；叶类多在植物光合作用

旺盛期，开花前或果实未成熟前采收；花类一般不宜在花完全盛开后采收；果实种子类一般果实多在

自然成熟时采收；全草类多在植物充分生长，茎叶茂盛时采割。

考点 12. 药材常见的加工方法：拣、洗；切片；蒸、煮、烫；搓揉；发汗。

考点 13. 中药有效成分常用的提取方法：浸渍法、渗漉法、煎煮法、回流提取法、连续回流提取法、



水蒸气蒸馏法、升华法、超声提取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

考点 14. 根据物质溶解度差别进行分离：利用温度不同引起溶解度的改变进行分离；利用两种以上

不同溶剂的极性和溶解性差异进行分离；利用酸碱性进行分离；利用沉淀试剂进行分离。

考点 15. 根据物质在两相溶剂中的分配比不同进行分离：常见的方法有简单的液-液萃取法及液-液

分配色谱（LC 或 LLC）等。

考点 16. 根据物质的吸附性差别进行分离：固-液吸附用得最多，并有物理吸附、化学吸附及半化学

吸附之分。

考点 17. 根据物质分子大小差别进行分离：常用有透析法、凝胶过滤法、超滤法和超速离心法等。

考点 18. 根据物质解离程度不同及沸点进行分离：离子交换色谱法适于可离子化的物质的分离。

考点 19. 生物碱的分类：吡啶类生物碱、莨菪烷类生物碱、异喹啉类生物碱、吲哚类生物碱、有机

胺类生物碱。

考点 20. 生物碱的理化性质：性状、旋光性、溶解性。

考点 21. 含生物碱类化合物的常用中药：苦参、山豆根、麻黄、黄连、延胡索、防己、川乌、洋金

花、天仙子、马钱子、千里光、雷公藤。

考点 22. 含氰苷类化合物的常用中药：苦杏仁、桃仁、郁李仁。

考点 23. 含醌类化合物的常用中药：大黄、虎杖、何首乌、芦荟、决明子、丹参、紫草。

考点 24. 含香豆素类化合物的常用中药：秦皮、前胡、肿节风、补骨脂。

考点 25. 含木脂素类化合物的中药：五味子、厚朴、连翘、细辛。

考点 26. 黄酮的分类：分为黄酮类、黄酮醇类、二氢黄酮类、二氢黄酮醇类、花色素类、黄烷-3-

醇类、黄烷-3,4-二醇类。

考点 27. 黄酮类化合物的酸性：多数黄酮类化合物因分子中具有酚羟基，故显酸性，可溶于碱性水

溶液、吡啶、甲酰胺及二甲基甲酰胺等有机溶剂中。酸性由大到小：7，4′-二羟基＞7 或 4′-羟基

＞一般酚羟基＞5-羟基。

考点 28. 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常用中药：黄芩、葛根、银杏叶、槐花、陈皮、满山红。

考点 29. 含萜类化合物的常用中药：穿心莲、青蒿、龙胆。

考点 30. 含挥发油的化合物常用中药：薄荷、莪术、艾叶、肉桂。

考点 31. 皂苷分为三萜皂苷（人参、三七、甘草、黄芪、合欢皮、商陆、柴胡）和甾体皂苷（麦冬、

知母）。

考点 32. 强心苷的典型化合物：香加皮、罗布麻叶。

考点 33. 胆汁酸类及含该类成分的重要中药：牛黄、熊胆。

考点 34. 含强心苷元成分的常用动物药：蟾酥。

考点 35. 含其他成分的常用动物药：麝香、斑蝥、水蛭。

考点 36. 炮制目的：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改变或缓和药物的性能；增强药物疗效；便

于调剂和制剂；改变或增强药物作用的部位和趋向。

考点 37. 炮制常用辅料（液体辅料：酒、醋、盐水、姜汁、蜜、油；固体辅料：麦麸、河砂、稻米、

土、滑石粉、蛤粉）及作用。

考点 38. 常用饮片的质量控制：①净度、片型、色泽、气味的要求；②检査；③含量测定；④限量

标准。

考点 39. 炒法：将净制或切制过的药物，筛去灰屑，大小分档，置炒制容器内，加辅料或不加辅料，

用不同火力加热，并不断翻动或转动使之达到一定程度的炮制方法，称为炒法。分为炒黄、炒焦和炒

炭。

考点 40. 炙法分为酒炙、醋炙、盐炙、姜炙、蜜炙、油炙。

考点 41. 煅法分为明煅、煅淬、扣锅煅。

考点 42. 蒸、煮、燀法：蒸、煮、燀法为“水火共制”法。这里的“水”可以是清水，也可以是酒、

醋或药汁（如甘草汁、黑豆汁）。即便是用固体辅料，但操作时仍需加水来进行蒸煮，如豆腐制珍珠、

藤黄、硫黄。

考点 43. 其他制法：复制、发酵、发芽、制霜、煨、提净、水飞。



考点 44. 国家药品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

考点 45. 中药真实性鉴定的方法主要包括来源鉴别、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等。

考点 46. 性状鉴别就是通过眼观、手摸、鼻闻、口尝、水试、火试等十分简便的鉴定方法，来鉴别

中药的真伪优劣，具有简单、易行、迅速的特点。

考点 47. 显微鉴定：是利用显微技术对中药进行特征分析，以确定其品种和质量的一种鉴定方法。

显微鉴定主要包括组织鉴定和粉末鉴定。

考点 48. 物理常数的测定：包括相对密度、旋光度、折光率、硬度、黏稠度、沸点、凝固点、熔点

等的测定。

考点 49. 外源性有害物质：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量、黄曲霉毒素、二氧化硫残留量。

考点 50. 纯度检査：《中国药典》中与纯度相关的检查主要包括杂质检査、水分测定、干燥失重、

灰分测定、色度检查、酸败度测定等，并已成为中药质量评价中的常规检查项。

考点 51.水分测定法：《中国药典》规定水分测定法有五种：第一法（费休氏法）包括容量滴定法和

库仑滴定法。第二法（烘干法）适用于不含和少含挥发性成分的药品，如三七、广枣等。第三法（减

压干燥法）适用于含挥发性成分的贵重药品，如厚朴花、蜂胶等。第四法

（甲苯法）适用于含挥发性成分的药品，如肉桂、肉豆蔻、砂仁等。第五法（气相色谱法）如辛夷。

考点 52. 制剂：根据药典、药品标准等将药物加工制成具有一定规格，可直接用于临床的药物制品，

称为制剂。

考点 53. 剂型:将原料药加工制成适合于预防、治疗和诊断疾病需要的不同给药形式，称为药物剂型，

简称剂型。

考点 54. 中药制剂按分散系统分类: 真溶液型液体制剂、胶体溶液型液体制剂、乳浊液型液体制剂、

混悬液型液体制剂。

考点 55. 不同剂型、不同给药方式药物的起效时间快慢为：静脉注射>吸入给药>肌内注射>皮下注射>

直肠或舌下给药>口服液体制剂>口服固体制剂>皮肤给药。

考点 56.剂型选择的五方便原则：服用、生产、携带、运输、贮藏。

考点 57. 影响中药制剂稳定性的因素：主要有水解、氧化、异构化、聚合、脱羧等，其中水解、氧

化是主要降解途径。

考点 58. 易发生水解反应的药物主要有：①酯类药物；②酰胺类药物；③苷类药物。

考点 59. 易氧化的药物分子结构类型主要有：①具有酚羟基或潜在酚羟基的有效成分，如黄岑苷等。

②含有不饱和碳链的油脂、挥发油等，在光线、氧气、水分、金属离子以及微生物等影响下，都能产

生氧化反应。

考点 60. 冷处：贮藏温度为 2℃～10℃。常温：贮藏温度为 10℃～30℃。

考点 61. 防止药物氧化的方法：（1）降低温度（2）避光（3）驱逐氧气（4）添加抗氧剂（5）控制

微量金属离子（6）调节 pH。

考点 62. 散剂有以下特点：①比表面积较大，易分散有利吸收、起效迅速；②制备简便；

③外用对疮面有一定的机械性保护作用；④口腔科、耳鼻喉科、伤科和外科多有应用，也适于小儿给

药。但因比表面积较大，散剂易吸潮、药物成分化学活性增强而容易散失、氧化。所以易吸湿或易氧

化变质的药物、刺激性大的药物、含挥发性成分多且剂量大的药物不宜制成散剂。

考点 63. 浸出制剂主要特点为：符合中医药理论，体现方药复方成分的综合疗效；汤剂还可适应中

医辨证施治的需要；药效缓和、持久、副作用小；服用剂量较小、使用方便；部分浸出制剂可用作其

他制剂的原料；但某些浸出制剂稳定性较差。

考点 64.汤剂具有以下特点：组方灵活，适应中医临床辨证施治，随症加减用药的需要，能充分发挥

复方综合疗效；以水为溶剂，制法简便，吸收、奏效较为迅速；味苦量大，服用不便；不宜久置，必

须临时制备，多有不便；挥发性及难溶性成分提取率或保留率低，可能影响疗效。

考点 65.糖浆剂系指含有原料药物的浓蔗糖水溶液。

考点 66. 煎膏剂系指饮片用水煎煮，取煎煮液浓缩，加炼蜜或糖（或转化糖）制成的半流体制剂，

俗称膏滋。

考点 67. 酊剂系指原料药物用规定浓度的乙醇提取或溶解而制成的澄清液体制剂，也可用流浸膏稀



释制成。酊剂可供口服或外用。酊剂应置遮光容器内密封，置阴凉处贮存。

考点 68. 茶剂系指饮片或提取物（液）与茶叶或其他辅料混合制成的内服制剂，分为块状茶剂、袋

装茶剂和煎煮茶剂。

考点 69. 液体制剂的特点有：分散度大、吸收快、作用迅速；易控制药物浓度，可减少固体药物口

服后由于局部浓度过高而引起胃肠道刺激性；便于分剂量和服用，尤其适用于儿童及老年患者。但液

体制剂稳定性较差，贮藏、运输不方便。

考点 70. 表面活性剂的毒性顺序为：阳离子型＞阴离子型＞非离子型。

考点 71. 乳剂的不稳定现象: 分层、絮凝、转相、破裂、酸败。

考点 72. 适宜制成混悬型液体制剂的药物有：需制成液体制剂供临床应用的难溶性药物；为了发挥

长效作用或为了提高在水溶液中稳定性的药物。但剧毒药或剂量小的药物不应制成混悬液。

考点 73. 注射剂可分为注射液、注射用无菌粉末和注射用浓溶液。

考点 74. 热原系指注射后能引起恒温动物体温异常升高的致热物质。致热能力最强的是革兰阴性杆

菌所产生的热原。

考点 75. 热原的基本性质：耐热性、水溶性、不挥发性、滤过性、被吸附性等。

考点 76. 去除热原的方法：高温法、酸碱法、吸附法、离子交换法、凝胶滤过法、超滤法、反渗透

法。

考点 77. 栓剂特点：1.栓剂不仅可在腔道起局部作用，也可产生全身作用。2.药物不受胃肠道 pH 或

酶的破坏，避免药物对胃黏膜的刺激性 3.药物直肠吸收，大部分不受肝脏首过作用的破坏。4.适用

于不能或者不愿口服给药的患者。

考点 78. 滴丸剂: 优点 生物利用度高、起效快，适于急症治疗；剂量准确，丸重差异小；可根据需

要制成不同释放药物速度的丸剂；生产设备简单，效率高；缺点：载药量小。

考点 79. 缓释、控释制剂的特点（1）药物治疗作用持久、毒副作用少、服药次数明显。（2）克服

血药浓度的峰谷现象，可避免超过治疗血药浓度范围的副作用，又保持有效治疗浓度。

考点 80. 不同的剂型药物的生物利用度顺序是：口服制剂：溶液剂＞混悬剂＞胶囊剂＞片剂＞包衣

片。

考点 81. 不良反应：①副作用；②毒性反应；③变态反应；④后遗效应；⑤特异质反应。

考点 82. 含马兜铃酸（肾毒性和致癌性）的中药：马兜铃、关木通、细辛、天仙藤、广防己、青木

香。

考点 83. 含苷类中药的毒性：强心苷、氰苷、皂苷、黄酮苷。

考点 84. 含毒蛋白类中药的毒性：巴豆、苍耳子、蓖麻子；对胃肠黏膜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

考点 85. 乌头碱对心脏的毒性主要表现为严重复杂多变的心律失常。

考点 86. 中药药理作用的特点①中药药理作用与功效的一致性与差异性；②中药药理作用的多样性；

③中药药理作用的双向性；④中药量效关系的复杂性。

考点 87. 单子叶植物的特点：无放射状纹理。有一圈内皮层的环纹，皮部宽广，无髓部。无木栓层。

考点 88.双子叶植物的特点：有放射状结构，有一层形成层的环纹，有髓部。有木栓层。

考点 89. 桑寄生：茎枝呈圆柱形；表面红褐色或灰褐色，具细纵纹，细小突起的棕色皮孔；断面不

整齐，皮部红棕色，木部色较浅。叶片展平后呈卵形或椭圆形，革质。气微，味涩。

考点 90. 大血藤：断面皮部呈红棕色环状，木部黄白色，有多数细孔及红棕色放射状纹理。

考点 91. 鸡血藤：横切面可见韧皮部树脂状分泌物呈红褐色或黑棕色，木部淡红色，小孔洞（导管）

不规则排列，皮部与木部相间排列呈同心形椭圆形或偏心性半圆形的环。髓小，偏向一侧。

考点 92. 桑白皮：扭曲的卷筒状、槽板或板片状；外表白色或淡黄色；体轻，质韧；纤维性强，难

折断，易纵向撕裂，有白色粉尘飞扬；气微，味微甘。

考点 93. 杜仲：扁平的板片状，具斜方形皮孔；内紫褐色，光滑。断面具细密银白色胶丝相联。

考点 94. 淫羊藿：茎生叶对生，二回三出复叶；顶生小叶基部心形，侧生小叶偏心形，边缘具黄色

刺毛状细锯齿，主脉基部有稀疏长毛，叶片近革质。箭叶淫羊藿、柔毛淫羊藿、朝鲜淫羊藿。

考点 95. 槐花：皱缩而卷曲，花瓣多散落。完整者花萼钟状。雄蕊 10。其中 9 个基部连合，花丝

细长。体轻，气微，味微苦。槐米：卵形或椭圆形。



考点 96. 乳香：索马里乳香：呈滴乳状、或不规则块状，被有黄白色粉末。断面呈蜡样或玻璃样光

泽，具特异香气。本品燃烧时显油性，冒黑烟，有香气，加水研磨成白色或黄白色乳状液。

考点 97. 水蛭:蚂蟥扁平纺锤形，有多数环节，背部许多黑色斑点排成 5 条纵线；前端稍尖，后端

钝圆；两端各具一个吸盘；质脆易折断，断面胶质样。

考点 98. 朱砂：辰砂族辰砂矿石（HgS）。

考点 99. 海马：“马头、蛇尾、瓦楞身”。

考点 100. 没药：不规则颗粒状或粘结而成的团块。显黄棕色或红棕色，半透明状，由于摩擦，外被

黄色粉尘。破碎面不整齐。

识别二维码加学霸君微信号【ks233wx7】，考前资料分享，考后对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