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执业中药师考试大纲-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2018 年执业中药师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考试大纲已公布，为帮助广大考

生备考复习，与 2017 年考试大纲相比会有点小变化，小编整理了执业中药师考

试大纲，希望广大考生及时复习备考和进行下载，具体内容如下：

《中药学专业知识(一)》主要考查中药学类执业药师从事药品质量监管和药

学服务工作所必备的专业知识，用于评价执业药师对中药学各专业学科的基础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识记、理解、分析和应用能力。这部分的专业知识是

中药学学科的核心组成内容，也是执业药师执业能力的基础，体现执业药师的知

识素养和业务水准。

根据执业药师相关职责，本科目要求在理解中药药性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掌

握中药制剂与剂型的特点、质量要求和临床应用，常用中药的来源、产地与性状

鉴别，中药炮制与饮片质量控制等内容;熟悉中药化学成分与质量控制成分及中

药毒理;并能够运用有关中药学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正确认识中药与疾病治疗的客观规律。

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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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页 1.望舌质的主要内容及临床意义(1)

望舌色

③绛舌:舌色深红,称为绛舌。主内热

深重。外感热病，表示邪热深入营血,

多见于热性病极期。内伤杂病,常见

于久病,重病之人,多属阴虚火旺。

1.望舌质的主要内容及临床意义

(1)望舌色

③绛舌:舌色深红,称为绛舌。主内

热深重。外感热病见绛舌，表示邪

热深入营血,多见于热性病极期。内

伤杂病中,绛舌常见于久病,重病之

人,多属阴虚火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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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脏腑辨证

(一)心病主要证候的临床表现及辨

证要点

心病主要证候有心气虚、心阳虚、心

血虚、心阴虚、心血瘀阻及心火亢盛

证。

二、脏腑辨证

(一)心病主要证候的临床表现及辨

证要点

心病主要证候有心气虚证、心阳虚

证、心血虚证、心阴虚证、心血瘀

阻证及心火亢盛证。【新增了“证”

字，本章以下部分变化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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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郁证

(二)概述

十六、郁证

(二)概述



“郁证是以情志抑郁…以及更年期

综合征综合征等有上述表现者,均可

参考此内容辨证论治。

“郁证是以情志抑郁…以及围绝经

期综合征等有上述表现者,均可参

考此内容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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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痔

(2)湿热下注[方剂应用]脏连丸(茯

苓、金银花、牛膝、车前子、此花地

丁)加减。

1.内痔

(2)湿热下注[方剂应用]脏连丸(黄

连、黄芩、赤芍、当归、阿胶珠、

荆芥穗、炒槐花、地榆炭、地黄、

蜜炙槐角、猪大肠)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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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经不调

1.月经先期

(1)肾气虚

一、月经不调

1.月经先期

(1)肾气虚删除了“[中成药选用]固

经丸。”

第五章 常用医学检查指标及临床意义

2017 版教材 2018 版教材

页码 旧内容 页码 新内容

137

页

2 红细胞减少

“（2）骨髓造血功能低下 原发性

或……癌症骨转移等,可抑制正常造

血功能。

2红细胞减少

“（2）骨髓造血功能低下 原发性

或……恶性肿瘤骨转移等,可抑制

正常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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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药品的特殊提示

（一)需特殊提醒的用药人群

2.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的用药

“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的药品使

用……对患者要进行用药教育,对于

一天只服一次的药品,建议晚上给

药,这样可延长哺乳时间。对于一天

服用多次的药物建议哺孚后立即给

药,要告知患者不能自行用药。”

四、应用药品的特殊提示

（一)需特殊提醒的用药人群

2.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的用药

“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的药品使

用……对患者要进行用药教育,对

于一天只服一次的药品,建议晚上

给药,这样可延长哺乳时间的间隔。

对于一天服用多次的药物建议哺孚

后立即给药,要告知患者不能自行

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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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常见的中药正名与相关别名

正名 别名

豆蔻 肉果、玉

果

表 7-1 常见的中药正名与相关别名

正名 别名

肉豆蔻 肉果、玉

果



大

单

元

小单元 细目 要点

一

中

医

基

础

理

论

>

（一）中医学的基

本特点

1.整体观念

（1）人是一个有机整体

（2）人与环境的统一性

2.辨证论治

（1）症、证、病的区别

（2）辨证与论治的关系

（四）藏象

1.五脏的生理功能

（1）心的生理功能

（2）肺的生理功能

（3）脾的生理功能

（4）肝的生理功能

（5）肾的生理功能

2.五脏之间的关系 （1）心与肺的主要生理关系



（2）心与脾的主要生理关系

（3）心与肝的主要生理关系

（4）心与肾的主要生理关系

（5）肺与脾的主要生理关系

（6）肺与肝的主要生理关系

（7）肺与肾的主要生理关系

（8）肝与脾的主要生理关系

（9）肝与肾的主要生理关系

（10）脾与肾的主要生理关系

3.五脏与志、液、体、华、

窍的关系

（1）心与志、液、体、华、

窍的关系

（2）肺与志、液、体、华、

窍的关系

（3）脾与志、液、体、华、

窍的关系

（4）肝与志、液、体、华、

窍的关系

4.六腑的生理功能

（5）肾与志、液、体、华、

窍的关系

（1）胆的主要生理功能

（2）胃的主要生理功能

（3）小肠的主要生理功能

（4）大肠的主要生理功能

（5）膀胱的主要生理功能

（6）三焦的主要生理功能

5.奇恒之腑

（1）奇恒之腑所包括的组织

器官

（2）脑的生理功能及与五脏

的关系

（3）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及影

响其功能的生理因素

6.五脏与六腑的关系
（1）心与小肠的主要生理关

系



（2）肺与大肠的主要生理关

系

（3）脾与胃的主要生理关系

（4）肝与胆的主要生理关系

（5）肾与膀胱的主要生理关

系

（五）生命活动的

基本物质

1.气

（1）气的生成

（2）气的分类与分布

（3）气的功能

（4）气的运行

2.血

（1）血的生成

（2）血的运行

（3）血的功能

（4）气与血的关系

3.津液

（1）津液的生成

（2）津液的代谢

（3）津液的功能

（六）经络

1.经络系统的组成
（1）经络系统的组成

（2）经脉和络脉的组成

2.十二经脉
（1）走向和交接规律

（2）分布规律和流注次序

3.奇经八脉

（1）奇经八脉的特点和作用

（2）督、任、冲、带脉的基

本功能

4.经络的生理功能 经络的主要生理功能

（七）体质

1.体质的构成要素与分类
（1）体质的构成要素

（2）体质的分类

2.体质学说的应用
（1）指导养生防病

（2）指导辨证治疗

（八）病因 1.六淫

（1）六淫与六气的区别及六

淫致病的共同特点

（2）风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

（3）寒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

（4）暑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



（5）湿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

（6）燥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

（7）火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

（8）疫疠邪气的性质及致病

特点

2.七情内伤
（1）七情与脏腑气血的关系

（2）七情内伤的致病特点

3.饮食与劳逸失常

（1）饮食不节、不洁、偏嗜

的致病特点

（2）劳逸失常的致病特点

4.痰饮
（1）痰饮的形成

（2）痰饮的致病特点

5.瘀血
（1）瘀血的形成

（2）瘀血的致病特点

（九）发病与病机

1.发病
正气与邪气在发病中的辩证

关系

2.邪正盛衰病机
（1）邪正盛衰与虚实变化

（2）邪正盛衰与疾病转归

3.阴阳失调病机

（1）阴阳盛衰的病机特点

（2）阴阳互损的病机特点

（3）阴阳格拒的病机特点

（4）阴阳亡失的病机特点

4.气血津液失调病机

（1）气失调的病机特点

（2）血失调的病机特点

（3）津液失调的病机特点

（十）预防与康复
1.预防

（1）未病先防的原则和方法

（2）既病防变的基本措施

2.康复 康复的原则及常用疗法

二 中医诊

断基础

（一）中医诊断学
中医诊断

学要点

（1）主要内容

（2）基本原则

（二）四诊
1.望诊

（1）望神、失神、假神、神乱的临

床表现和意义

（2）白、黄、赤、青、黑五种病色

的临床意义

（3）望形体、头面的主要内容及临

床意义

（4）望舌质、舌笞的主要内容及临

床意义

（5）望排出物的主要内容及临床意

义

2.闻诊 （1）语声、呼吸异常及咳嗽、呃逆、



嗳气 声音变化的临床意义

（2）口气、痰涕、二便气味异常的

临床意义

3.问诊

（1）恶寒发热、但寒不热、但热不

寒、寒热往来的临床意义

（2）表证辨汗、自汗、盗汗、绝汗、

战汗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3）疼痛的性质特点及不同部位疼

痛的临床意义

（4）口渴与饮水、食欲与食量及口

味异常的临床意义

（5）大便和小便变化的临床意义

（6）失眠和嗜睡的临床意义

（7）耳鸣耳聋、头晕目眩的临床意

义

（8）月经与带下变化的临床意义

4.切诊

（1）切脉的部位和寸口脉分候脏腑

（2）常见病脉的脉象及主病

（3）按肌肤、按脘腹的要点和临床

意义

（三）辨证

1.八纲辨

证

（1）表证、里证的临床表现、相互

关系及辨证鉴别要点

（2）寒证、热证的临床表现、相互

关系及辨证鉴别要点

（3）虚证、实证的临床表现、相互

关系及辨证鉴别要点

（4）阴证、阳证的形成、临床表现

和辨证鉴别要点

2.脏腑辨

证

（1）心气虚与心阳虚、心血虚与心

阴虚及心血瘀阻、心火亢盛证的临

床表现及辨证要点

（2）肺气虚与肺阴虚、风寒犯肺与

风热犯肺及燥热犯肺、痰浊阻肺证

的临床表现及辨证要点

（3）脾气虚与脾阳虚、寒湿困脾与

脾胃湿热证的临床表现及辨证要点

（4）肝气郁结、肝火上炎、肝阳上

亢、肝风内动、肝阴虚、肝血虚、

肝胆湿热、寒滞肝脉证的临床表现

及辨证要点

（5）肾阳虚、肾阴虚、肾精不足、

肾气不固、肾不纳气证的临床表现



及辨证要点

（6）胃寒、胃热（火）食滞胃脘、

胃阴虚、大肠湿热、大肠液亏、膀

胱湿热证的临床表现及辨证要点

（7）心肺两虚、心脾两虚、心肾不

交、肺脾两虚、肝火犯肺、肺肾阴

虚、肝脾不调、肝胃不和、脾肾阳

虚、肝肾阴虚证的临床表现及辨证

要点

3.气血津

液辨证

（1）气虚、气陷、气滞、气逆证的

临床表现及辨证要点

（2）血虚、血瘀、血热、血寒证的

临床表现及辨证要点

（3）气滞血瘀、气血两虚、气不摄

血、气随血脱证的临床表现及辨证

要点

（4）津液不足证、水肿的临床表现

及辨证要点

三 常见病

辨证论治

（一）治则与治法

1.治病求

本

（1）治标与治本的运用

（2）正治与反治的运用

2.扶正与

祛邪

（1）扶正与祛邪的区别

（2）扶正祛邪的运用

3.调整阴

阳

损其有余和补其不足的区别及临床

应用

4.三因制

宜

（1）因时制宜的原则和临床应用

（2）因地制宜的原则和临床应用

（3）因人制宜的原则和临床应用

（二）中医内科病证

的辨证论治

1.感冒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风热感冒、风寒感

冒、时行感冒、体虚感冒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2.咳嗽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风寒犯肺、风热犯

肺、燥邪伤肺、痰热壅肺、肺肾阴

虚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3.喘证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风寒闭肺、痰热郁

肺、肾不纳气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4.胸痹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气虚血瘀、气滞血

瘀、痰瘀痹阻、寒凝心脉、气阴两

虚、心肾阳虚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5.不寐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心火炽盛、肝气郁

结、阴血亏虚、心脾两虚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6.胃痛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寒凝气滞、饮食停

滞、肝胃不和、肝胃郁热、脾胃虚

寒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7.泄泻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食伤肠胃、湿热内

蕴、脾胃气虚、脾肾阳虚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8.便秘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热结肠胃、气滞郁

结、津亏肠燥、阳虚寒凝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9.中风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①半身不遂：气虚

血瘀、肝阳上亢的症状、治法、方

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②语言不利：

风痰阻络、肝阳上亢、肾精亏损的



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

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0.头痛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风寒头痛、风热头

痛、肝阳上亢、瘀血阻络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1.眩晕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肝火上扰、气血亏

虚、痰浊上蒙、肝肾阴虚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2.消渴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阴虚燥热、脾胃气

虚、肾阴亏虚、阴阳两虚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3.淋证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热淋、石淋、劳淋

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

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4.癃闭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膀胱湿热、湿热瘀

阻、肾阳衰惫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5.阳痿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惊恐伤肾、心脾两

虚、肾阳不足、肝郁不舒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6.郁证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肝气郁结、痰气郁



结、心脾两虚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7.虚劳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气虚、血虚、阴虚、

阳虚、阴阳两虚的症状、治法、方

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8.痹证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行痹、痛痹、虺痹

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

选用；着痹的症状、治法和方剂应

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19.中暑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阳暑、阴暑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三）中医外科病证

的辨证论治

1.疮疖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热毒蕴结、湿毒瘀

结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2.乳癖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肝郁痰凝、冲任失

调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3.痤疮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肺经风热、胃肠湿

热、痰湿瘀滞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4.瘾疹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胃肠湿热、风热犯



表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5.痔疮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①内痔：肠风下血、

湿热下注、气滞血瘀、脾虚气陷的

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

用；②外痔：气滞血瘀、湿热下注

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

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6.跌打损

伤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气滞血瘀、瘀血阻

络、风寒湿瘀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四）中医妇科病证

的辨证论治

1.月经不

调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①月经先期：肾气

虚、肝经郁热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②月经后期：

肾虚血少、气滞血瘀的症状、治法、

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③月经先

后无定期：肾虚、肝郁的症状、治

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2.痛经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气滞血瘀、阳虚内

寒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3.崩漏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气血两虚、脾不统

血、肝肾不足、瘀血阻络的症状、

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4.带下过

多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肾虚带下、湿热下

注、脾虚湿盛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5.绝经前

后诸症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阴虚火旺、脾肾阳

虚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五）中医儿科病证

的辨证论治

1.积滞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乳食内积、脾虚夹

积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2.厌食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脾运失健、脾胃气

虚、胃阴不足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六）中医耳鼻咽喉

科病证的辨证论治

1.鼻渊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风热蕴肺、胆经郁

热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2.口疮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心脾积热、脾肾阳

虚的症状、治法、方剂应用和中成

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3.咽喉肿

痛

（1）该疾病的中医界定及可参考本

病辨证论治的西医学疾病

（2）辨证论治（风热外袭、火毒上

攻、虚火上炎的症状、治法、方剂

应用和中成药选用）

（3）用药注意和健康指导

四 民族医

药基础知
（一）藏医药

1.藏医基

础知识

（1）五元、三因、阴阳学说的内容

（2）藏医的治疗方法



识

2.藏药基

础知识

（1）药物与五元的关系

（2）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

（3）配伍方法、原则

（4）剂型和用药禁忌

（5）常用方剂

（二）蒙医药

1.蒙医基

础知识

（1）二根、七素、二秽的内容

（2）七素与二根的关系

2.蒙药基

础知识

（1）药味、药力、药能、药物功能

的内容，药味与五元的关系

（2）组方依据和准则

（3）传统剂型

（4）用药方法、剂量和用药禁忌

（三）维吾尔医药

1.维吾尔

医基础知

识

维吾尔医学的各种学说内容

2.维吾尔

药基础知

识

（1）药性、药性级别、药味、矫正

药的内容

（2）方剂的组成，方剂的命名，方

剂的用量

（3）维吾尔药的四大类剂型

五 常用医

学检查指

标及其临

床意义

（一）血常规检查

1.白细胞

计数

（1）正常值参考范围
2.白细胞

分类计数

3.红细胞

计数

4.血红蛋

白

（2）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5.血小板

计数

6.红细胞

沉降率

（二）尿常规检查

1.尿液酸

碱度

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2.尿比重

3.尿蛋白

4.尿葡萄

糖

5.尿胆红

素

6.尿隐血



7.尿中白

细胞

8.尿沉渣

管型

9.尿沉澄

结晶

10.尿酮体

11.尿淀粉

酶

（三）粪常规检查

1.粪外观

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