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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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的要求撰写。书中对“大纲”要求的知识点

分类解析，以表格的形式对考点进行总结，表格中药前标的数字“1”代表重点掌握，“2”代

表掌握，“3”代表一般。章后附有经典试题，帮助考生熟悉相关考点和复习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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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2015 年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第 7 版）已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

定，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定于 2015 年 2 月予以公布实施。本版考试

大纲不再按药学教育学科名称和专业知识划分考试科目，在整体内容上，加大综合知识与技

能的考试比重，降低专业基础知识比重。希望准入人员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药”、“用药”

及“用药治病”三方面的综合知识和综合技能，同时具备良好的法制意识、责任意识、自律

意识和服务意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与新版大

纲相配套的《国家执业药师考试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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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指导丛书编委会组织编写

了《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含部队）推荐辅导用书》（7 个专业共 14 本）。7 个专业分别为：

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中药学共用），药学专业知识（一），药学专业知识（二），药学综合

知识与技能，中药学专业知识（一），中药学专业知识（二），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每个

专业均配有“理论复习指导”及配套“模拟试卷”2 本书。 

本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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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

中心编写的《国家执业药师考试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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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习章节内容的基础上，辅之以大量练习题，帮助考生掌握考点，加

深记忆。另有 5 套全真模拟试卷作为实战训练，使考生能熟悉考试题型、考试过程，并可用

于临考前实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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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本丛书能帮助参加执业药师考试的应试者节省复习时间，提高考试通过率。 
 

编  者   

 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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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解表药 

一、基本要求 

1．性能主治 
（1）含义：凡以发散表邪，解除表证为主要功效的药物，称为解表药。 
（2）性能功效：主具发散解表功效，兼能宣肺、利水、透疹、祛风湿等。 
（3）适应范围：主要适用于外感风寒或风热所致的恶寒、发热、头痛、身痛、无汗（或

有汗）、脉浮等表证。部分药物还可以用于咳喘、水肿、疹发不畅及风湿痹痛等。 
2．分类及性能特点 
（1）辛温解表药：又称发散风寒药，性味多辛温，主能发散风寒，发汗力强，主治外感

风寒表证，兼治风寒湿痹、咳喘、水肿兼表等。 
（2）辛凉解表药：又称发散风热药，性味多辛凉，主能疏散风热，发汗力较缓和，长于

透解表热，主治外感风热表证，兼治风热咳嗽、麻疹不透、目赤多泪等。 
3．配伍与使用注意 
（1）配伍方法：表证兼虚者，视阳虚、气虚、阴虚之不同，可分别配伍助阳、益气、养

阴之品，以扶正祛邪。辛凉解表药用于温病初起，应适当配伍清热解毒药。 
（2）使用注意 
①使用发汗力强的解表药，应注意用量，中病即止，不可过汗，防止损伤阳气和津液。 
②体虚多汗及热病后期津液亏耗者忌服。 
③对久患疮痈、淋病及失血患者，虽有外感表证，也要慎重使用。 
④入汤剂不宜久煎，以免疗效降低。 

二、辛温解表药 

1．麻黄 [性能特点]本品入肺与膀胱经，重在宣肺，外能发汗解表；内能宣肺平喘；还

能通调水道而利水消肿。[功效]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主治] 风寒表实无汗证；

肺气不宣的咳喘证；水肿兼有表证。[特殊用量用法]解表宜生用，平喘宜蜜炙或生用。小儿、

年老体弱者宜用麻黄绒。[使用注意]表虚自汗、阴虚盗汗及肾虚咳喘者忌用。 
2．桂枝 [性能特点]本品辛温发散，甘温助阳，入心、肺、膀胱经。既走表，又走里，

长于助阳、温通经脉。治风寒感冒无论表实表虚皆宜，疗阳虚经寒血滞所致诸证可投。[功效]
发汗解肌，温通经脉，通阳利水。[主治]风寒表虚有汗，风寒表实无汗；风寒湿痹，经寒血

滞之月经不调、痛经、经闭，癥瘕；阳虚水肿，痰饮证；胸痹作痛，阳虚心悸；虚寒腹痛。[使
用注意]温热病、阴虚阳盛及血热妄行诸出血证忌用，孕妇及月经过多者慎用。 

3．紫苏 [性能特点]本品辛温发散，入肺、脾经。为治风寒感冒常用药，兼气滞胀满者

尤为适宜。[功效]发表散寒，行气宽中，安胎，解鱼蟹毒。[主治]风寒感冒，咳嗽胸闷；脾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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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滞证；气滞胎动证；食鱼蟹中毒引起的腹痛腹泻。[特殊用量用法] 入药不宜久煎。其叶长

于发表散寒，梗长于理气宽中、安胎。 [使用注意]气虚和表虚者慎用。 
4．生姜 [性能特点]本品味辛发散，微温散寒。善温中止呕，有“呕家圣药”之称，并

兼解鱼蟹毒。[功效]发汗解表，温中止呕，温肺止咳。[主治]风寒表证；胃寒呕吐；风寒袭肺

之咳嗽；解鱼蟹、半夏及天南星之毒。[特殊用量用法] 煎服或捣汁冲服。[使用注意]阴虚内

热及热盛者忌用。 
5．荆芥 [性能特点]本品辛香，微温不烈，药力平和，入肺、肝经，为解表散风通用药，

治表证及疹痒无论风寒风热皆可应用。炒炭性变收敛，善止血，治各种出血可选。[功效]散
风解表，透疹止痒，止血。[主治]风寒表证，风热表证；麻疹透发不畅，风疹瘙痒；疮疡初

起有表证者；炒炭用于衄血、吐血、便血、崩漏等证。[特殊用量用法]入药不宜久煎。荆芥

穗力较强。止血须炒炭。 
6．防风 [性能特点]本品辛散微温，甘缓不峻，即走膀胱，又入肝、脾经，为治风通用

药，无论外风内风或兼否寒热皆可投用。[功效]祛风解表，胜湿，止痛，解痉。[主治]风寒、

风热表证，表证夹湿；风寒湿痹，风湿疹痒；破伤风，小儿惊风。[使用注意]血虚发痉及阴

虚火旺者慎用。 
7．羌活 [性能特点]本品辛温苦燥，药力较强，作用偏上偏表，善治太阳头痛及上半身

风湿痹痛。[功效]解表散寒，祛风胜湿，止痛。[主治]风寒表证，表证夹湿，风寒头痛；风寒

湿痹。[使用注意]气味浓烈，用量过多易致呕吐，脾胃虚弱者不宜服；血虚痹痛、阴虚头痛

者慎用。 
8．细辛 [性能特点]本品为治感受风寒、风湿之多种痛证及鼻渊、鼻塞、头痛之良药；

又为治寒饮伏肺之要药。最宜少阴头痛、鼻渊与牙痛。[功效]祛风散寒，通窍，止痛，温肺

化饮。[主治]风寒表证，阳虚外感；鼻渊头痛；头风头痛，牙痛，风寒湿痹痛；寒饮咳喘。[特
殊用量用法]1~3g。外用适量，可研末吹鼻或外敷。[使用注意]气虚多汗、阴虚阳亢头痛、阴

虚或肺热咳嗽者忌用。用量不宜过大，研末服更需谨慎。反藜芦。  
9．白芷 [性能特点]本品辛温燥散，芳香走窜，善除肺胃经之邪。外散风寒而解表，上

通鼻窍而止痛。入阳明能燥湿散寒而止带，走肌肤能消肿排脓止痒而疗疮疹。最善治阳明头

痛。牙痛鼻塞效良。[功效]散风解表，通窍止痛，燥湿止带，消肿排脓。[主治]外感风寒或表

证夹湿兼见头痛鼻塞者；阳明头痛，眉棱骨痛，鼻渊头痛，牙痛；风寒湿痹，寒湿带下；疮

疡肿毒；风湿疹痒。[使用注意]阴虚血热者忌服。 
10．香薷 [性能特点]功似麻黄，药力亦强，有“夏月麻黄”之称。[功效]发汗解表，和

中化湿，利水消肿。[主治]夏季乘凉饮冷、阳气被阴邪所遏之阴暑证；水肿，小便不利。[特
殊用量用法]利水退肿需浓煎。[使用注意]表虚有汗者忌用。 

11．藁本 [性能特点] 本品辛散温通，气雄而烈，直上巅顶，功似羌活，尤宜巅顶头痛。

[功效]发表散寒，祛风胜湿，止痛。[主治]风寒表证，表证夹湿，巅顶头痛；风寒湿痹。[使
用注意]血虚头痛及热证忌用。 

12．苍耳子 [性能特点] 本品辛散苦燥，性温通达。上行脑顶，下行足膝，外达肌肤，

内走筋脉。既为治外感鼻塞头痛之佳品，又为治鼻渊头痛之要药，还为治痹痛与疹痒所常用。

[功效]散风寒，通鼻窍，除湿止痛，止痒。[主治]鼻渊头痛，风寒头痛，表证夹湿；风湿痹痛，

风湿疹痒，疥癣。 [使用注意]用量不宜过大，过量服用易致中毒，引起呕吐、腹痛、腹泻等。



第一部分  常用单味中药 

·4· 

血虚头痛者不宜服。 
13．辛夷 [性能特点] 本品味辛性温，芳香质清，善升浮通达。因解表力弱，故仅为治

鼻渊头痛与风寒头痛鼻塞所常用。[功效]散风寒，通鼻窍。[主治]鼻渊头痛，风寒头痛鼻塞。

[特殊用量用法]内服宜用纱布包煎。[使用注意]阴虚火旺者忌服。 
14．西河柳 [功效]发表透疹，祛风除湿。 

三、辛凉解表药 

1．薄荷 [性能特点]本品辛凉，气味芳香，质轻上浮，既善散上焦风热而清利头目与咽

喉，又能透发疹毒和疏肝。治风热诸疾最宜，治肝郁化热可投。[功效]疏散风热，清利头目，

利咽，透疹，疏肝。[主治]风热感冒，温病初起；风热上攻之头痛、目赤、咽喉肿痛；麻疹不

透、风疹瘙痒；肝气郁滞，胸闷胁胀。[特殊用量用法]不宜久煎。[使用注意]表虚自汗者不宜用。 
2．牛蒡子 [性能特点]本品辛苦性寒，疏散滑利，外散风热，内解热毒，上宣肺气，下

利二便。发汗不如薄荷，但长于清解热毒与滑利二便。主治风热或热毒所致诸疾，兼二便不

利者尤宜。[功效]疏散风热，宣肺利咽，解毒透疹，消肿疗疮。[主治]风热感冒，温病初起；

风热或肺热咳嗽、咯痰不畅，咽喉肿痛；麻疹不透，风热疹痒；热毒疮肿，痄腮。[特殊用量

用法]本品入煎剂宜打碎，炒用寒性减。[使用注意]脾虚便溏者忌服。 
3．蝉蜕 [性能特点]本品甘寒质轻，功在肺、肝二经，发汗不如薄荷，清热不如牛蒡，

长于祛风解痉与明目开音。主治风热、肝热或肝风所致诸疾。[功效]疏散风热，透疹止痒，

明目退翳，息风止痉。[主治]风热感冒，温病初起，音哑咽痛；麻疹不透，风疹瘙痒；风热或

肝热目赤翳障；小儿惊哭夜啼，破伤风。[特殊用量用法]止痉宜用大量。[使用注意]孕妇慎服。 
4．桑叶 [性能特点]本品质轻疏散，苦寒清泄，味甘兼润。入肺能疏散清润，入肝能清

火益阴，兼凉血止血。主治风热、燥热、血热所致诸疾。[功效]疏散风热，清肺润燥，平肝

明目，凉血止血。[主治]风热感冒或温病初起之咳嗽头痛；肺热燥咳；肝阳眩晕，目赤肿痛，

视物昏花；血热吐衄。[特殊用量用法]外用煎水洗眼，润肺止咳蜜炙用。 
5．菊花 [性能特点]本品辛香轻散，苦寒清解，味甘略兼益阴，疏散清降并能。主治风

热、肝热、热毒所致诸疾。[功效]疏散风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 [主治]风热感冒或温病

初起之发热头痛；肝经风热或肝火上攻之目赤肿痛；肝阴虚的眼目昏花；肝风头痛及肝阳上

亢头痛、眩晕；热毒疮肿。[特殊用量用法]疏散风热多用黄菊花，平肝明目多用白菊花。 
6．葛根 [性能特点]本品辛甘而凉，性善升散，既疏散肌腠经络之邪气而解肌发表退热，

为治项背强痛之要药。又善鼓动脾胃清阳之气上行，具生津止渴，升阳止泻及透发疹毒之功。

为治麻疹、烦渴、泻痢所常用。[功效]解肌退热，透疹，生津，升阳止泻。[主治]外感表证，

项背强痛；麻疹初起透发不畅；热病烦渴，消渴证；湿热泻痢初起，脾虚泄泻。[特殊用量用

法]止泻宜煨用，退热生津宜生用。 
7．柴胡 [性能特点]本品苦辛微寒，专入肝、胆经，为和解少阳、疏肝解郁，调经及升

阳举陷之要药。[功效]解表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主治]邪在少阳寒热往来，感冒高热；

肝气郁结，胁肋疼痛，月经不调，痛经；气虚下陷之久泻脱肛、子宫脱垂、胃下垂等。[特殊

用量用法]解表退热宜生用，疏肝解郁宜醋炙用。 
8．升麻 [性能特点] 本品辛甘微寒，升散清泄。善治阳明头痛和中气下陷诸证。[功效]

发表透疹，清热解毒，升阳举陷。[主治]风热头痛，麻疹透发不畅；热毒疮肿，丹毒，痄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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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喉肿痛，口舌升疮，温毒发斑；气虚下陷之久泻脱肛、崩漏下血及胃下垂、子宫脱垂等。[特
殊用量用法]升举阳气多用炙升麻。[使用注意]阴虚阳浮、气逆不降及麻疹已透者忌用。 

9．蔓荆子 [功效]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祛风止痛。[主治]风热头痛头昏，牙痛，目赤

肿痛，风湿痹痛，肢体挛急等。 
10．淡豆豉 [功效]解表，除烦。[主治]风热表证；热郁胸中之烦闷不眠。 
11．浮萍 [功效]发汗解表，透疹止痒，利水消肿。 
12．木贼 [功效]疏散风热，明目退翳，止血。 

四、功效相似药组 

1．麻黄与桂枝 均性温而能发散风寒，治风寒表证及风寒湿痹证。但麻黄发汗力强，以

风寒表实无汗为用，同时又善宣肺平喘、利水退肿，治肺气不宣之咳喘以及水肿兼表证；桂

枝发汗力弱，风寒表实无汗及表虚有汗皆可应用，并善温通血脉、温阳化气、温中散寒。 
2．荆芥与防风 均能祛风解表，外感表证无论寒热均可投用。但防风微温而甘缓不峻，

为治风通用之品，并能胜湿止痛、祛风解痉。荆芥生用能透疹、疗疮、止痒，炒炭能止血。 
3．桑叶与菊花 均善疏散风热、平肝明目，治风热感冒或温病初起、肝火之目赤肿痛及

肝阴不足之视物昏花。但桑叶偏于肺，疏散力较菊花强，又能润肺止咳，凉血止血。菊花作

用偏于肝，平肝明目力较桑叶为胜，兼治肝风头痛；又善清热解毒，治痈肿疮毒。 
4．柴胡与升麻 均能解表升阳。但柴胡苦辛微寒，主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善疏散退热，

主治少阳寒热往来及感冒高热，又善疏肝解郁，只肝郁气滞、月经不调，胸胁疼痛；升麻辛

甘性寒，主清散而解表，主治风热头痛而少用，又能透疹，而治麻疹不透，并善清热解毒，

治咽喉肿痛、口舌生疮、丹毒、温毒发斑等。 
5．麻黄与香薷 均能发汗解表、利水消肿，治表证无汗、水肿及小便不利。但麻黄性温，

发汗力强，主治风寒表实无汗，且善宣肺平喘。香薷微温，兼和中化湿而祛暑，有“夏月麻

黄”之称，善治暑天感寒饮冷、阳气被遏之头痛、形寒、发热无汗及腹痛吐泻。 
6．紫苏与生姜 均能发汗解表而治风寒感冒。但紫苏发汗力强，兼理气，风寒感冒无汗

或兼脾胃气滞者多用，又能理气宽中、安胎、解鱼蟹毒；生姜发汗力弱，风寒感冒轻证多用，

又能温中止呕，温肺止咳，解鱼蟹及半夏、南星之毒。 

五、药物配伍 

1．麻黄配桂枝 发汗解表力强，治风寒表实无汗功著。 
2．麻黄配苦杏仁 善宣肺降气而平喘止咳，治喘咳气逆功著，证属风寒束肺者尤宜。 
3．麻黄配石膏 清肺平喘兼透表热，治肺热咳喘者效佳。 
4．桂枝配白芍 收散并举，共奏调和营卫、散风敛营、解肌发表之功，风寒表虚有汗者

每用。 
5．细辛配干姜、五味子 温燥中有敛润，既善温肺化饮，又不耗气伤阴，治寒饮喘咳日

久者效佳。 
6．柴胡配黄芩 长于清解半表半里之邪热，治少阳寒热往来效著。 
7．生葛根配黄芩、黄连 既清热燥湿解毒，又透热升阳止泻，主治湿热泻痢初起。 
8．菊花配枸杞子 补肝肾明目力强，肝肾亏虚之视物昏花用之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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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蝉蜕配胖大海 清宣肺气、利咽开音力强，善治风热或肺热之咽痛音哑。 
10．桑叶配菊花 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善治风热感冒、温病初起、风热或肝热目赤、

肝阳眩晕及肝肾亏虚目暗不明。 
11．桑叶配黑芝麻 补肝肾明目，治肝肾亏虚、视物昏花效佳，兼肠燥便秘者尤宜。 

六、药理作用 

1．麻黄 本品有促进发汗、解热、镇痛、抗炎、抗菌、抗病毒、抗过敏、镇咳、祛痰、

平喘、利尿、强心、升高血压及中枢兴奋等作用。 
2．桂枝 本品有促进发汗、解热、扩张皮肤血管、抗菌、抗病毒、镇静、抗惊厥、抗炎、

抗过敏、增加冠状动脉流量、强心、利尿、健胃、促进胃肠蠕动及抑制肿瘤等作用。 
3．细辛 本品有解热、镇痛、镇静、抗炎、抑菌、抗组胺、抗变态反应、松弛支气管平

滑肌等作用。 
4．葛根 有解热、抗过敏、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功能、改善脑循环、抗缺氧、降血压

作用。 
5．柴胡 具有解热、镇静、镇痛、镇咳、抗炎、抗菌、抗病毒、保肝利胆、降血脂及抗

消化道溃疡作用。 

考点总结 

辛温解表药 

药名 共同功用 不同功用 

1 麻黄 力猛，善“遍彻皮毛”。为表实证要药；重在宣肺，通过宣肺而平喘、

利水，为肺气不宣咳喘实证要药 

1 桂枝 力较缓，善“透达营卫”，为表虚证要药，无论有汗无汗均可使用，

兼温经通阳 

2 香薷 

发汗 
解表 
风寒表实无汗证 

兼和中化湿。治暑季外感风寒证（阴暑证）（习称“夏月麻黄”），又

利水消肿 

1 羌活 祛风湿力强。善治上半身风寒湿痹及风寒挟湿表证 

2 藁本 

解表散寒 
祛风胜湿止痛 
风寒湿痹证太阳引经

药，治太阳头痛 

祛风湿力弱。多治风寒表证，伴巅顶痛 

1 细辛 走窜性强。为阳虚外感证要药。为少阴引经药，兼温肺化饮，为治

寒饮伏肺要药 

1 白芷 为阳明引经药，多兼治阳明头痛。又燥湿止带，消肿排脓 

2 辛夷 力强。为鼻渊要药 

2 苍耳子 

散风寒 通鼻窍 
止痛 
风寒表证 
鼻渊证 

力缓。又除湿止痛，止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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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荆芥 偏解表。多治外感表证；又兼透疹，炒炭止血 

1 防风 偏祛风兼胜湿止痛。多治风寒湿痹证（“治风通用药”）；又止痉 

3 西河柳 

祛风解表止痒 
1．表证寒热均可 
2．风疹瘙痒证 

兼透疹，除湿 

辛凉解表药 

1 薄荷 疏散风热力强。为风热表证要药，兼清利头目。多治兼头痛者；又疏肝 

1 牛蒡子 利咽消肿力强。多兼治咽喉肿痛者；又解毒消肿 

1 蝉蜕 

疏散风热 
透疹利咽 
1．风热表证 
2．麻疹初期 
3．风热咽痛 

偏宣肺开音。多兼治声音嘶哑者；又明目退翳，祛风止痒，息风止痉 

 

1 菊花 平肝明目力强。多兼治目赤肿痛及虚实目疾；又清热解毒 

1 桑叶 

疏散风热 
平肝明目 
1．风热表证 
2．虚实目疾 

兼善清肺润燥止咳。多兼治咳嗽及肺热、肺燥咳嗽；又凉血止血 

 

1 葛根 解肌退热力强。为表证兼项背强痛要药；偏升举脾胃清阳

之气而生津止渴，升阳止泻，透疹 

2 升麻 

兼透疹 
治麻疹初期 

发表透疹力强。主治麻疹初期，疹出不畅等；又清热解毒 

1 柴胡 

解表升阳 
1．外感表证 
2．清阳下陷证

和解退热力强。为少阳证要药，少阳引经药；偏升举肝胆清阳之气；又疏

肝，常作肝胆病要药 

此外还有 2 蔓荆子，3 淡豆豉，3 浮萍，3 木贼 

经典试题 

一、A 型题（最佳选择题） 

1．既发汗解表，又平喘利尿的药是 
A．麻黄  
B．桂枝 
C．防风  
D．蔓荆子  
E．香薷 

2．被称为“治风通用药”的是 
A．蔓荆子 
B．防风 
C．桂枝 
D．生姜 
E．木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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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 型题（配伍选择题） 

A．桑叶  
B．蔓荆子  
C．蝉蜕  
D．菊花  
E．牛蒡子 

3．功能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祛风止痛的药

物是 

4．功能疏散风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药

物是 
5．功能疏散风热，透疹止痒，明目退翳，息

风止痉的药物是 
6．功能疏散风热，清肺润燥，平肝明目，凉

血止血的药物是 

三、C 型题（综合分析选择题） 

患者，男，71 岁，现症见恶寒重，发热

轻，头身痛，无汗，舌淡苔白，脉浮紧。中

医辨证后给予麻黄为主药物进行治疗。 

7．麻黄在此用法中的功效是 
A．发汗解表 
B．宣肺平喘 
C．利水消肿 
D．解表透疹 
E．胜湿止痛 

8．在该病的治疗中，麻黄还可与下列哪味药

物配伍使用以增加疗效 

A．西河柳 
B．防风 
C．桂枝 
D．生姜 
E．藁本 

9．在该病治疗中，麻黄应使用 
A．麻黄绒 
B．生麻黄 
C．蜜炙麻黄 
D．盐麻黄 
E．煅麻黄 

四、X 型题（多项选择题） 

10．麻黄具有的药理作用是 
A．镇痛  
B．抗过敏  
C．抗病毒  
D．升高血压 
E．中枢兴奋 

11．能解鱼蟹毒的解表药有 
A．桂枝  
B．紫苏  
C．香薷  
D．生姜 

E．细辛 

12．细辛配干姜、五味子的意义在于 
A．既善温肺化饮，又不耗气伤阴  
B．温通经脉，通阳利水 
C．和中化湿，利水消肿  
D．治疗寒饮喘咳日久者效佳 
E．温燥中有敛润  

13．葛根的功效是 
A．发表解肌  
B．解热透疹 
C．生津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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