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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中药学

第一单元药性理论

概念（2023 年变化）

2022 年：药性理论，即中药作用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的高度概括，又称药性。它包括了药物

发挥疗效的 物质基础和治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它是药物性质和功能的高度概括。

研究中药性能的理论称为中药性能，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无毒等。

2023 年：药性又称中药性能。中药的性能是申药作用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的高度概括。药性

理论是中药理论的核心，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无毒等。

第五单元 清热药

细目三 清热燥湿药

苦参（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脾胃虚寒者忌用。反藜芦。

2023 年：使用注意：脾胃虚寒者忌用。不宜与藜芦同用。

细目四 清热解毒药

白头翁（2023 年删除）

2022 年：鲜品 15～30g

第六单元 泻下药

细目三 润下药

火麻仁（2023 年删除）

2022 年：功效：润肠通便，滋养补虚。

细目四 峻下逐水药

巴豆霜（2023 年变化）

2022 年：巴豆

2023 年：巴豆霜

第七单元 祛风湿药

细目二 祛风寒湿药

川乌（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孕妇忌用。



免费咨询热线：4006501888

2023 年：使用注意：孕妇禁用。

细目三 祛风湿热药

防己（2023 年删除）

2022 年：鉴别用药：木防己与汉防己均能祛风滞止痛，利水消肿，可用治湿热痹、水肿、

腹水、脚气浮肿及小便不利。不同点：木防已以祛风止痛见长，多用治风湿热痹、关节肿痛；

汉防已善于利水消肿， 多用治水肿、腹水及小便不利等。

雷公藤（2023 年变化）

2022 年：用法用量：煎汤，10-25g（带根皮者减量），文火煎 1-2 小时；研粉，每日 1.5-4.5g

2023 年：用法用量：煎汤，1-3g，先煎。外用适量。

第八单元 化湿药

细目二 具体药物

广藿香（2023 年变化）

2022 年：藿香

2023 年：广藿香

广藿香（2023 年删除）

2022 年：使用注意：阴虚血燥者不宜用。

第九单元 利水渗湿药

细目二 利水消肿药

薏苡仁（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津液不足者慎用。

2023 年：使用注意：孕妇慎用。

细目三利尿通淋药

萹蓄（2023 年删除）

2022 年：使用注意：脾虚者慎用

海金沙（2023 年删除）

2022 年：使用注意：肾阴亏虚者慎服。

细目四 利湿退黄药

虎杖（2023 年新增）

2023 年：使用注意：孕妇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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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单元 温里药

细目二 具体药物

肉桂（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畏赤石脂。

2023 年：使用注意：不宜与赤石脂同用。

第十一单元 理气药

细目二 具体药物

枳实（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大剂量可用 30g

檀香（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入丸散，1-3g。

第十二单元 消食药

细目二 具体药物

山楂（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大剂量 30g。

第十四单元 止血药

细目二 凉血止血药

苎麻根（2023 年变化）

2022 年：用法用量：煎服 9-30g，鲜品 30-60g

2023 年：用法用量：煎服，10-30g

第十五单元 活血化瘀药

细目二 活血止痛药

郁金（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畏丁香

2023 年：使用注意：不宜与丁香同用

五灵脂（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或入丸、散用

五灵脂（2023 年变化）

2022 年：“十九畏”认为人参畏五灵脂，一般不宜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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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不宜与人参同用

细目三 活血调经药

丹参（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反藜芦

2023 年：使用注意：不宜与藜芦同用。

细目四 活血疗伤药

自然铜（2023 年新增）

2023 年：使用注意：孕妇慎用

骨碎补（2023 年新增）

2023 年：使用注意：孕妇

细目五 破血消药

水蛭（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研末服，0.3-0.5g。以入丸散或研末服为宜。或以鲜活者放置于瘀肿

局部吸血消痰。

第十六单元 化痰止晐平喘药

细目二 温化寒痰药

皂荚（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亦可入汤剂，1.5-5g

白前（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或入丸、散

细目三 清化热痰药

川乌（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反乌头

2023 年：使用注意：不宜与川乌类类药材同用

瓜蒌（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反乌头

2023 年：使用注意：不宜与川乌类类药材同用

天竺黄（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研粉吞服，每次 0.6-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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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或入丸、散

黄药子（2023 年变化）

2022 年：用法用量：5-15g

2023 年：用法用量：4.5-9g

第十七单元 安神药

细目二 重镇安神药

朱砂（2023 年删除）

2022 年：使用注意：入药只宜生用

细目三 息风止痉药

天麻（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研末吞服，每次 1-1.5g。

全蝎（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研末吞服，每次 0.6-1g。

蜈蚣（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研末吞服，每次 0.6-1g。

僵蚕（2023 年删除）

2022 年：研末吞服，每次 1-1.5g。

第二十单元 补虚药

细目二 补气药

人参（2023 年变化）

2022 年：功效：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安神益智。

2023 年：功效：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

细目三 补阳药

续断（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或入丸、散

肉苁蓉（2023 年删除）

2022 年：使用注意：肠胃实热、大便秘结者亦不宜服

细目四 补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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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反藜芦

2023 年：使用注意：不宜与藜芦同用。

细目五 补阴药

北沙参（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反藜芦

2023 年：使用注意：不宜与藜芦同用

南沙参（2023 年变化）

2022 年：使用注意：反藜芦

2023 年：使用注意：不宜与藜芦同用

第二十一单元 收涩药

细目三 敛肺涩肠药

五味子（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研末服，1-3g

乌梅（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大剂量可用至 30g。

五倍子（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入丸散服，每次 1-1.5g

肉豆蔻（2023 年删除）

2022 年：用法用量：入丸散服，每次 0.5-1g

第二十三单元 攻毒杀虫止痒药

细目二 具体药物

硫黄（2023 年新增）

2023 年：使用注意：不宜与芒硝、玄明粉同用。

白矾（2023 年变化）

2022 年：功效：化痰。

2023 年：功效：祛风痰。

白矾（2023 年删除）

2022 年：使用注意：体虚胃弱及无湿热痰火者忌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