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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国家执业药师考试——中药学专业知识（二）的复习参考书。

由沈阳药科大学教授依据最新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的要求

撰写。全书分为中药鉴定学和中药化学两个部分，书中对“大纲”要求

的重点用波浪线标出，需要记忆的知识点以黑体字表示，提醒考生深入

阅读；章后附有典型试题，帮助考生熟悉相关考点和复习方向。两个部

分后均各附有一套高仿真模拟试卷，通过试题联系提高考生对考点知识

的熟练程度，把握考试的出题思路。本书是执业药师考试必备的复习参

考用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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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94 年 3 月 15 日我国开始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属于职业准入性

考试，经考试并成绩合格者，国家发给执业药师资格证书，表明具备执业药师的学识、技术

和能力。本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沈阳药科大学从 1996 年起开办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考前培训，积累了丰富的考前培训经

验。对考试内容、考试要求、考题特点等具有很好的把握和了解，考生通过培训极大地提高

了考试一次通过率。 

为了帮助广大参加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人员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应试内容，顺利通

过考试，沈阳药科大学在国内率先组织编写了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考前辅导丛书和全真模拟试

卷：①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中药学共用）；②药学专业知识（一）；③药学专业知识（二）；

④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⑤中药学专业知识（一）；⑥中药学专业知识（二）；⑦中药学综合

知识与技能。 

考前辅导丛书紧扣最新版执业药师考试大纲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认

证中心编写的《应试指南》，提炼考试要点，对教材内容予以高度的概括、浓缩，对重要知识

点详细讲解，对难点、疑点辅以分析性的说明文字。指导考生抓住重点，帮助考生减少复习

盲目性。在章节辅导的基础上，辅之章后练习题，帮助考生掌握考点，加深记忆。书后附上

1套全真模拟试卷帮助考生熟悉考试题型，了解考试过程。 

全真模拟试卷系列是“考前辅导丛书”的配套练习卷，每个部分由 5套卷组成，题型、

题量及知识点的分配比例与真实考试相似，系统练习了大纲考点，对需要掌握的重点知识和

关键考点起到增进记忆，熟练解答的作用，是考前冲刺的重要用书。 

全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能帮助考生更好地理解、掌握、记忆教材内容，使应试者在

有限的时间内，有的放矢，抓住重点，明确要点和考点。 

希望本套系列用书能为目前执业药师应试者复习节省时间，提高考试通过率。 
 

编   者    
201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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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中药鉴定学的定义和任务 

 
一、中药鉴定学的定义 

1．定义  中药鉴定学是鉴定和研究中药的品种和质量，制定中药质量标准，寻找和扩
大新药源的应用学科。 

2．研究对象  中药鉴定学的研究对象是中药，包括药材、饮片和中成药。（不同于生药、
草药、药用植物、天然药物等） 

3．研究方法和内容  在继承中医药学遗产和传统鉴别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自然科学
的理论、知识、方法和技术，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药的历史、来源、品种形态、性状、显微

特征、理化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等，即鉴定和研究中药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建立

规范化的质量标准以及寻找新药和扩大药源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确保中药品种正确、质量

优良，安全、有效、稳定、可控。 

二、中药鉴定学的任务 

1．考证和整理中药品种，发掘中药学遗产 
（1）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的原因（2007年考点） 
①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现象普遍存在、同名异物的药材如贯众，涉及药用的植物有 11

科、18属、58种之多。 
②本草记载不详，造成后世品种混乱：如白头翁在古代本草中仅以根头部有白毛茸作为

鉴别特征，造成白头翁药材来源曾达 20种以上，分属于毛茛科、蔷薇科、石竹科、菊科等。 
③有的中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品种发生了变迁：如白附子在历代本草中均为毛茛科植物

黄花乌头的块根（关白附），而近代多以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块茎（禹白附）作白附子，两

者疗效不同。 
④一药多基原情况较为普遍：有的来源达 6种（如川贝母、石决明），有的来源于同科不

同属（如老鹳草、水蛭），有的甚至来源于不同科（如小通草），造成中药质量控制困难，临

床疗效参差不齐。 
（2）解决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问题的途径（2008年考点） 
①加强本草考证，以求正本清源：如考证阿胶的原料，在唐代以前主要是牛皮，宋代、

明代是牛皮、驴皮并用，清代以后至今用驴皮。通过对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治疟病方的

考证和研究，发现抗疟成分青蒿素。 
②对中药进行系统的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力求名实相符。 
③力求一物一名，一名一物：如通过考证研究，将报春花科植物过路黄作金钱草，豆科

植物广金钱草作广金钱草，唇形科植物活血丹作连钱草；将芸香科植物黄皮树的干燥树皮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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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柏，而另将黄檗的干燥树皮作关黄柏；将豆科植物野葛的干燥根作葛根，而另将甘葛藤作

粉葛。 
④查考地方史志：对一些道地药材的品种考证，查考地方志常能提供一些历代本草未能

记载的资料，如罗汉果。 
2．鉴定中药的真伪优劣，确保中药质量  中药的真、伪、优、劣，即中药品种的真假和

质量的好坏。“真”，即正品，凡是国家药品标准所收载的中药均为正品；另外，各省、市、

自治区“中药材标准”中收载的品种，在该地区亦属正品。“伪”，即伪品，凡是不符合国家

药品标准（或地方药品标准）规定该中药的品种以及以非中药冒充中药或以他种中药冒充正

品的均为伪品。“优”，即质量优良，目前是指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质量规定的各项指标的中药。

“劣”，即劣药，是指虽品种正确，但质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中药。 
（1）鉴定中药品种的真伪：当前药材与饮片假冒伪劣的表现形式多种。 
①以相对价廉的他种药材伪充此种药材：如以人参伪充西洋参，以平贝母的幼小鳞茎和

东贝母的小鳞茎冒充松贝，以独活伪充当归，以水半夏伪充半夏等。 
②有意造假，以假充真：如用银环蛇的成蛇纵剖成条，或用其他带环纹的幼蛇伪充金钱

白花蛇，甚至以其他幼蛇用白色油漆画出环纹伪充正品；用马铃薯片加工伪充白附片；用其

他动物的皮，如马皮、牛皮的边角余料熬制的胶充阿胶；以参薯的根茎充山药；用淀粉和石

膏加工仿制茯苓；以中华大蟾蜍或黑斑蛙的输卵管伪充哈蟆油；以幼小的柚或甜橙伪充香橼；

以其他植物的柱头、雄蕊、花瓣或西红花的雄蕊、花瓣染色、加工伪充西红花等。 
③掺伪：如在药材中加入硫酸镁以增加重量，在海金沙、蒲黄、车前子中掺黄土，在天

麻和冬虫夏草中插入铁钉、铅丝或竹签增重，在猪苓中掺入食用菌柄切片，在海龙、海马腹

中充填泥沙、鱼粉，西红花掺非药用部位，在桂圆肉中加红糖，在芥子中掺油菜子等。 
④药材提取部分成分后再流入市场：如红花、人参、西洋参、三七、五味子、黄柏等。 
⑤染色：如五味子、蒲黄、黄芩饮片、黄柏、黄连、红花、沉香、乌梅、朱砂、血竭、

山茱萸、制何首乌、青黛、石斛等，通过染色使药材或饮片颜色鲜亮，容易出售或高价出售，

但所用色素大多是人工色素，对人体健康有害。 
⑥一些名称相近或外形相似或基原相近的品种之间产生混乱：如木香与川木香，苦杏仁

与桃仁，海金沙与蒲黄，鸡内金与鸭内金等。 
⑦误种、误采、误收、误售、误用：如大黄误种为藏边大黄、河套大黄；金钱草（过路

黄）误采为风寒草（聚花过路黄）；市场上曾出售十字花科芜菁的种子伪充菟丝子；有剧毒的

小檗科桃儿七曾误作龙胆使用。  
（2）鉴定中药质量的优劣：中药质量的优劣主要表现为有效成分或有效物质群含量的高

低、有效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有害物质存在情况以及中药的纯净度等。对中药质量的科学

评价，除临床疗效、性状鉴别外，目前常以其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害物质的限量指标和涉及

中药纯净度检查的各项指标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有效性、安全性。对有效成分

尚不明确或暂时难以建立含量测定方法的药材和饮片，常用浸出物测定法来评价其质量。近

年还有用药效学、生物活性测定法、免疫活性以及化学模式识别结合药效学、指纹图谱等方

法评价中药的质量。 
3．研究和制定中药规范化质量标准  制定中药规范化的质量标准对保证临床用药安全、

有效、稳定、均一、可控，促进中药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凡正式批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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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中药（包括药材、饮片及中成药）都要制定质量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

称《中国药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以下简称《部颁药品标准》）是我国

法定的药品标准，其中中药标准是国家对中药质量及其检验方法所作的技术规定，是药品监

督管理的技术依据，是中药生产、经营、使用、检验和监督管理部门共同遵循的法定依据。 
（1）中药质量标准：包括药材、饮片和中成药的质量标准。 
（2）制定中药质量标准的原则：安全有效、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3）中药质量标准的要求：①中药的来源要正确，中成药处方要固定。②采收加工、炮

制方法或生产工艺要固定。③临床疗效要确定。④对有害物质要限量检查。⑤对有效成分或

有效物质群有定性鉴别和含量测定等。 
（4）《中国药典》药材及饮片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①名称：包括中文名、汉语拼音、药材拉丁名。 
②来源：包括药材原植（动）物的科名、植（动）物名、拉丁学名、药用部位（矿物药

包括该矿物的类、族、矿石名或岩石名、主要成分）、采收季节和产地加工等。 
③性状：包括形状、大小、色泽、表面、质地、断面、气、味（2011年考点）等特征。 
④鉴别：包括经验鉴别、显微鉴别（包括组织、粉末或表面制片，显微化学等鉴别特征）、

理化鉴别（包括物理、化学、色谱、光谱等鉴别方法）。 
⑤检查：包括安全性、有效性、均一性与纯度要求四个方面，如杂质、水分、总灰分、

酸不溶性灰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量、黄曲霉毒素、二氧化硫、毒性成分的限量

检查等。 
⑥浸出物测定：包括水溶性、醇溶性及醚溶性浸出物，结合用药习惯、药材质地及已知

的化学成分类别等选定适宜的溶剂。 
⑦含量测定：凡已知有效成分、毒性成分及能反映药材内在质量的指标性成分，均应建

立含量测定项目。含量测定的方法以精密、准确、简便、快速为原则，并注意新仪器、新技

术的应用。含量限度的规定，应紧密结合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及多来源的实际情况，规定合

理的指标。含挥发油的药材，可规定挥发油含量。 
⑧炮制、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注意、贮藏。  
4．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1）中药资源：包括药用植物药资源、动物药资源和矿物药资源。又分为天然中药资源

和人工栽培或饲养的药用植物、动物资源。我国现有中药资源达 12 807种，其中植物药 11 146
种，动物药 1581种，矿物药 80种。野生药材品种约占总数的 80%，约占采购量的 60%；种
植与养殖的药材品种约占总数的 20%，约占采购量的 40%。 
（2）中药资源的保护及利用：目前已有 100多种野生中药资源量急剧下降，如冬虫夏草、

麝香、暗紫贝母、重楼、甘草、肉苁蓉、北沙参、茅苍术、黄连、蛤蚧等。建立中药材现代

化产业基地，是实现中药材标准化、现代化，实现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 
（3）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方法 
①进行全国性药源普查，寻找新的中药资源：如新疆的阿魏、紫草、贝母，西藏的胡黄

连，云南的诃子、马钱子，广西的安息香，海南的大风子、降香等。 
②根据生物的亲缘关系寻找新药源：如与金银花同属的植物中绿原酸含量较高，其中灰

毡毛忍冬和红腺忍冬比山东的正品金银花含量还高，《中国药典》从 2005年版起已将它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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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山银花项下。 
③从民族药或民间药中寻找新药源：如藏族、蒙古族习用药沙棘，苗族药灯盏细辛（菊

科植物短葶飞蓬的干燥全草），民间药肿节风（金粟兰科植物草珊瑚的干燥全草）、鱼腥草等，

现已成为常用中药收入《中国药典》。 
④以有效成分为线索，寻找和扩大新药源：如麝鼠香中含有麝香酮，灵猫香中含有与天

然麝香相似的化学成分，可能成为麝香的代用品。抗肝炎有效成分齐墩果酸的工业生产原料

主要是五加科几种楤木的皮、叶和果实，但在曲莲和雪胆的块根中含量极高，是较好的新药

源。 
⑤以药理筛选结合临床疗效寻找和扩大新药源：如药理筛选发现唐松草新碱具有抗肿瘤

活性，后发现唐松草属植物展枝唐松草中含量较高，现已成为提取唐松草新碱的资源植物。 
⑥从古本草中寻找或探索老药新用途。 
⑦根据植物生长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去寻找和扩大新药源：如进口药沉香为瑞香科植

物沉香的含树脂的心材，原产地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后研究发现地理位置和气候条

件相似的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产同属植物白木香，具有相似的成分和药效，现已将白

木香收入《中国药典》。 
⑧以新技术、新方法扩大新药源：如杜仲、黄柏、厚朴等皮类中药的环剥技术，麝的家

养和活麝取香，人工牛黄、体外培育牛黄的研制，人参、紫草、三七、延胡索的组织培养等。

还有水蛭素基因工程、羚羊角蛋白质基因工程等。 
⑨开展综合利用，扩大新药源：如黄连的须根、茎、叶均含较丰富的小檗碱，杜仲叶、

银杏叶、人参叶已收入《中国药典》，西洋参叶、三七叶等也已开展综合利用。 

【 考 点 总 结 】  

序号 细目 要点 

1 中药鉴定学的任务 

①考证和整理中药品种，发掘中药学遗产 

②鉴定中药的真伪优劣，确保中药质量 

③研究和制定中药规范化质量标准 

④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2 
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现象的

原因 

①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现象普遍存在 

②本草记载不详，造成后世品种混乱 

③有的中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品种发生了变迁 

④一药多基原情况较为普遍 

3 
解决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问

题的途径 

①加强本草考证，以求正本清源 

②对中药进行系统的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力求名实相符 

③力求一物一名，一名一物 

④查考地方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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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细目 要点 

4 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方法 

①进行全国性药源普查，寻找新的中药资源 

②根据生物的亲缘关系寻找新药源 

③从民族药或民间药中寻找新药源 

④以有效成分为线索，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⑤以药理筛选结合临床疗效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⑥从古本草中寻找或探索老药新用途 

⑦根据植物生长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去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⑧以新技术、新方法扩大新药源 

⑨开展综合利用，扩大新药源 

 
一、A型题（最佳选择题） 

1．历史上品种发生变迁的中药为 
A．贯众 B．白头翁   C．乌头  
D．白附子 E．金钱草  

本题考点：白附子在历代本草中均为毛茛科植物黄花乌头的块根（关白附），而近代多以

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块茎（禹白附）作白附子。                                 

2．同名异物现象比较严重的中药为 
A．贯众 B．半夏 C．天南星 
D．白附子 E．桔梗      

本题考点：全国曾以贯众之名药用的植物有 11科、18属、58种之多，品种不同，质量
常有差异，导致临床疗效难以保证。 

3．现今我国中药品种约有 
A．500种 B．2000种  C．5000种 
D．10 000种 E．13 000种        

本题考点：我国现有中药资源达 12 807种，其中植物药 11 146种，动物药 1581种，矿
物药 80种。 

4．平贝母的幼小鳞茎和东贝母的小鳞茎常用来冒充 
A．松贝 B．青贝   C．炉贝 
D．浙贝 E．珠贝    

本题考点：以相对低廉的它种药材伪充此种药材，如以人参伪充西洋参，以平贝母的幼

小鳞茎和东贝母的小鳞茎冒充松贝，以独活伪充当归，以水半夏伪充半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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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灯盏细辛来源于 
A．蒙族药 B．维族药   C．苗族药 
D．藏族药 E．壮族药     

本题考点：从民族药或民间药中寻找新药源，如藏族、蒙古族习用药沙棘，苗族药灯盏

细辛，民间药肿节风、鱼腥草等，现已成为常用中药收入《中国药典》。 

二、B型题（配伍选择题） 

（6～9题共用备选答案） 
A．豆科 B．报春花科 C．唇形科 
D．旋花科 E．伞形科 

6．金钱草来源于 
7．连钱草来源于 
8．风寒草来源于 
9．广金钱草来源于                        
本题考点：金钱草品种复杂，《中国药典》将报春花科植物过路黄作金钱草，豆科植物广

金钱草作广金钱草，唇形科植物活血丹作连钱草收载；风寒草（聚花过路黄）与金钱草同科

同属，常误作金钱草采收。 

三、X型题（多项选择题） 

10．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 
A．同名异物 
B．同物异名 
C．本草记载不详，造成后世品种混乱              
D．有的中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品种发生了变迁 
E．一药多基原情况较为普遍       

本题考点：造成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的主要原因。 

11．解决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问题的途径 
A．加强本草考证，以求正本清源                  
B．对中药进行系统的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力求名实相符 
C．力求一物一名，一名一物                  
D．查考地方史志 
E．建立中药材现代化产业基地    

本题考点：解决中药品种混乱和复杂问题的途径。建立中药材现代化产业基地是实现中

药材标准化、现代化，实现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                      

12．《中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中，药材及饮片的名称包括 
A．中文名 B．英文名 C．汉语拼音 
D．拉丁学名 E．药材拉丁名    

本题考点：药材及饮片的名称包括中文名、汉语拼音、药材拉丁名。药材拉丁名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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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动）物的拉丁学名。                    

13．中药质量的优劣主要表现为 
A．有效成分含量的高低 
B．有效物质群含量的高低 
C．有效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 
D．有害物质存在情况 
E．中药的纯净度 

本题考点：中药质量的优劣鉴定。                                          

14．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方法有 
A．根据生物的亲缘关系寻找新药源 
B．从民族药或民间药中寻找新药源 
C．以有效成分为线索，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D．以药理筛选结合临床疗效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E．开展综合利用，扩大新药源                    

本题考点：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方法共有 9种，除了上述 5种外，还包括进行全国性药
源普查，寻找新的中药资源；从古本草中寻找或探索老药新用途；根据植物生长的地理位置

和气候条件去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用新技术、新方法扩大新药源。 

参考答案：1．D  2．A  3．E  4．A  5．C  6．B  7．C  8．B  9．A  10．ABCDE  
11．ABCD  12．ACE  13．ABCDE  14．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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