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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药学职称必备考点（111-120）

【考点 111】重点常用药材传统术语

术语 具体内容

二杠 指具有一个侧枝的花鹿茸

三岔 具有 3个侧枝的马鹿茸，称三岔。4个侧枝的称四岔

云 锦 花

纹

又称云纹。指何首乌的块根横切面皮层中由多个异型维管束组成的云

朵状花纹

乌金衣 牛黄药材中有时外部有一层薄膜，呈黑色光亮者，称乌金衣。

方胜纹

指蕲蛇背部两侧各有黑褐色与浅棕色组成的菱形大斑纹(24 个“∧”

形)，其“∧”形的顶端在背中线(脊柱)相连或略交错，习称“方胜

纹”

白颈
指地龙生殖时期产生的生殖环带，位于 14—16 节处，类白色，俗称“白

颈”

过桥 黄连的根茎有一段节间很长，光滑如茎杆，称“过桥”

朱砂点
指药材横切面上棕红色的麻点，色如朱砂（主要是油室及其分泌物），

例如白术、苍术、云木香等，是经验鉴别此类药材优劣的根据之一

芦碗 指根类药材顶端芦头上的圆形或半月形凹陷茎痕，例如人参、桔梗等

芦头
又称芦。指根类药材顶端带有盘节状根茎部分，例如人参、桔梗等。

一般根类药材只具 1～2个芦头

佛指甲
指蕲蛇尾部末端的 1枚长三角形质鳞片，因尖长侧扁、状似指甲而称

佛指甲

怀 中 抱

月

俗指川贝药材中松贝的性状鉴别特征之一，其外层鳞片 2瓣，大小悬

殊，大瓣紧抱小瓣，未抱部分呈新月形，故名

挂甲
又称透甲。指牛黄加水调和涂于指甲上，能将指甲染成黄色，不易擦

去

冒槽
指检查整麝香时用槽针从囊孔插入，向不同部位转动，抽出槽针，上

槽香仁先平槽后高出槽面，这种现象称冒槽

通天眼 指羚羊角的神经孔通过角内顶端的角壳中心，向上呈一扁三角形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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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直达角尖，习称通天眼

蚯蚓头
指药材的根头部叶柄脱落后留下的明显密集的横向环纹，因似蚯蚓的

头颈部而习称蚯蚓头，如防风等

翘鼻头 指蕲蛇的头在中央稍向上，吻端向上突出，习称翘鼻头

【考点 112】处方格式和项目

格式 项目

前记

机构名称，处方编号，费别、患者姓名、性别、年龄、门诊或住院

病历号，科别或病室和床位号、临床诊断、开具日期等，并可添列

专科要求的项目

正文
药品名称、规格、数量、用法用量；

中药饮片处方应分列饮片名称、数量、煎煮方法和用法用量

后记
医师签名和(或)加盖专用签章，药品金额以及审核、调配、核对、

发药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签名

【考点 113】汤剂的煎药时间

汤剂类型 头煎煎药时间（分钟） 二煎煎药时间（分钟）

解表药 10～20 10～15

一般药 20～25 15～20

滋补调理药 30～35 20～25

【考点 114】斗谱编排原则：

常用饮片应放在斗架的中上层，便于调剂时称取；

质地较轻且用量较少的饮片应放在斗架的高层；

质重饮片（包括矿石类、化石类和贝壳类）应放在斗架的底层；

易于造成污染的饮片（炭药类）应放在斗架的底层；

质地松泡且用量大的饮片应放在斗架最下层的大药斗内。

【考点 115】中药变质的环境因素

因素 具体内容

温度 5℃～20℃，药材成分稳定，利于贮藏

湿度 一般药物含水量 10%～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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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 空气中的氧和臭氧对药材的变质起着关键的作用

日光
长时间日光照射会促使中药成分发生氧化、分解、聚合等光化反

应

霉菌和害虫 霉菌和害虫对中药的破坏最常发生，亦最为严重

【考点 116】其他变异现象

现象 具体内容

升华
某些主要含挥发性成分的药物在常温下由固态直接变为气态的变

异现象。如冰片、樟脑、薄荷脑等

风化
含结晶水的盐类药物经风吹后，失去结晶水，变为非结晶状的无水

物质，形成粉状现象。如月石、芒硝等

潮解溶化
有些固体药物在潮湿空气中逐渐吸收水分，而发生溶解现象。如大

青盐、咸秋石等

粘连
有些固体药物，因受热发黏后连接在一起，使原来形态发生变化的

现象。如芦荟、乳香等

腐烂
有些新鲜药物，因受气温影响而引起闷热，或存放过久，出现干枯、

霉烂败坏的现象。如鲜生地、鲜生姜、鲜广藿香等

【考点 117】对抗同贮养护技术举例

泽泻、山药与丹皮同贮防虫保色 细辛、花椒护鹿茸

藏红花防冬虫夏草生虫 姜防蜂蜜“涌潮”

蜜拌桂圆、肉桂保味色 荜澄茄驱除黄曲霉素

大蒜防芡实、薏苡仁生虫 当归防麝香走气色

酒蒜养护土鳖虫 ——

【考点 118】七情配伍

七情 含义 举例 临床应用

单行 用一味药治疗疾病 独参汤

马齿苋治痢疾

/

相须 两种以上功效相似的

药物配伍使用

党参+黄芪

大黄+芒硝

增效

（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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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使 辅药配合主药，

互相增强作用

黄芪+茯苓

麻黄+苦杏仁

相畏 毒性或副作用，减轻或

消除

半夏/天南星+

生姜

应用毒性或剧烈药

时（选用）

相杀 绿豆+巴豆

相恶 两药合用互相抑制，降

低或丧失药效

人参+莱菔子

生姜+黄芩

加以注意

相反 两药合用互相抑制，产

生毒性或副作用

乌头+半夏

甘草+甘遂

配伍禁忌（避免使

用）

【考点 119】四查十对

四查 十对

查处方 对科别、姓名、年龄

查药品 对药名、规格、数量、标签

查配伍禁忌 对药品性状、用法用量

查用药合理性 对临床诊断

【考点 120】 十八反、十九畏

（1）“十八反”歌诀

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

藻戟芜遂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

乌对应：川乌、草乌、附子

蒌对应：瓜蒌子、瓜蒌皮、天花粉

（2）“十九畏”歌诀

硫黄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

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最怕密陀僧。

巴豆烈性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顺情。

丁香莫与郁金见，牙硝难合荆三棱。

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怕五灵脂。

官桂善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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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修合看顺逆，炮爁炙煿莫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