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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中成药学》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药学专业（专升本）的一门专业

课程。本课程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系统阐述中成药的组方原理、剂型选择、

工艺设计、质量控制及临床应用的综合性应用课程。《中成药学》源于中医药学，

又与《中药药理学》《中药药剂学》等诸多学科紧密相联，是一门中药多学科理

论联系临床实践、综合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内容已纳入国家执业药师资格

考试范围。

二、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需掌握中成药的含义、传统特性；熟悉中成药的命名和分类、中

成药新药的研究方法、影响中成药药效的因素，常用中成药名称、处方、组方分

析、剂型规格、制备方法、功能主治、质量控制、药效与临床；了解国内外中成

药学最新研究进展及成果。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中成药学》作为专业综合性应用课程，需先期学习的课程有《中药药理学》

《中药药剂学》等课程，考生应掌握常用中药材及饮片的化学成分、药理性质、

药性归经及方剂组合原理，掌握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过程，掌握中药常见剂型的

制备理论及制备方法，掌握中药的一般质量控制方法和仪器分析方法，这些课程

及学习为《中成药学》的学习打下必要的知识储备基础。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中成药的含义、传统特性；中成药学的任务；中成药生物有效性的研究内容

及评价方法、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中成药的分类；中成药的命名方法。

中成药新药的含义；中成药新药研制的程序、试验设计原则；新药的分类；

中成药新药组方研究、工艺研究、质量标准及稳定性研究、药效学与毒理学研究；

临床研究的内容与要求。

药材质量、制备工艺、配伍组方、赋形剂、剂型、药剂卫生、生产及质量管

理、临床应用等因素对中成药药效的影响。

内科常用中成药、外科皮肤科常用中药、妇科常用中成药、儿科常用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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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常用中成药、耳鼻喉、口腔科常用中成药、骨伤科常用中成药含义、分类、

主治病证、处方组成等。

难点

临床常用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常用中成药的处方及组方分析、

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与临床应用等。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升的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

基础上。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中成药学概念、含义、分类、

常用中成药的处方、作用等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

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中成药学含义及理论的内涵及

外延，理解中成药的命名方法及适用条件，理解影响中成药药效的因素，并进行

区别和联系，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中成药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常用

中成药处方和功能，结合临床疾病，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判断。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面对具体、实际的中成药研发、临床应用等情境能

够发现问题，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中成药的起源与中成药学的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中成药及中成药学的含义、特点；了解中成药学的发展

历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中成药含义；②中成药学含义；各朝代中成药相关的经典著作名称。

领会：①中成药的特点；②经典著作对中成药发展的作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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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中成药及中成药学的含义、特点。

难点：中成药学发展历程中的经典著作名称及意义。

第二章 中成药命名、分类、处方及合理应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中成药命名、分类、处方及合理应用；熟悉中成药的用

法与用量；了解中成药的使用注意和不良反应。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中成药命名、分类、处方及合理应用。

领会：①中成药的用法与用量。

综合应用：①中成药的使用注意和不良反应。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中成药命名、分类及处方。

难点：中成药合理应用。

第三章 影响中成药药效的主要因素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熟悉药材质量、制备工艺、配伍组方、赋形剂、剂型、药剂

卫生、生产及质量管理、临床应用等因素对中成药药效的影响。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中药材生长环境、生长期、生长年限、采收时间、采收部位、加工

炮制、贮存保管等因素对原药材有效成分含量的影响；②浸提方法、浸提溶媒、

蒸发浓缩、干燥、灭菌、精制方法等工艺因素对中成药有效成分的影响；③中成

药常用剂型及特点；④贮存保管对中成药质量及药效的影响；⑤“辨证”“药量”

“配伍用药”、服用时间、饮食对中成药药效的影响；

领会：①混用药材对有效成分及药效的影响；②辅料的选用对中成药有效成

分的影响；③中成药剂型与药效的关系。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药材质量、制备工艺、配伍组方、赋形剂、剂型等因素对中成药药效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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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成药新药的研发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新药的含义；中成药新药研制的程序、基本内容、试验

设计原则。熟悉新药的分类；中成药新药组方研究、工艺研究、质量标准及稳定

性研究、药效学与毒理学研究；临床研究的内容与要求。了解中成药新药辅料的

筛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新药的含义及分类；②中成药新药研发的程序和基本内容；③中成

药新药的处方研究、工艺研究；④中成药药效学与毒理学研究的目的、内容、试

验方法的设计与要求；⑤中成药新药临床研究的含义、基本原则，试验设计方法

与要求。

领会：①中成药新药的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研究；②中成药新药的监督管

理。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新药的含义；中成药新药研制的程序、试验设计原则。熟悉新药的分

类。

难点：中成药新药组方研究、工艺研究、质量标准及稳定性研究、药效学与

毒理学研究；临床研究的内容与要求。

第五章 解表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解表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九味羌活颗

粒、表实感冒颗粒、桂枝合剂、正柴胡饮、银翘解毒片、羚羊感冒片、参苏丸等

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

解表证的临床症状及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解表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九味羌活颗粒、表实感冒颗粒、桂枝合剂、正柴胡饮、银翘解毒片、

羚羊感冒片、参苏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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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表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解表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解表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六章 清热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清热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牛黄上清胶

囊、牛黄上清丸、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口服液、清开灵口服液、龙胆泻肝丸、

导赤丸、芩连片、清胃黄连丸、黛蛤散、西黄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

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里热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

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清热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牛黄上清胶囊、牛黄上清丸、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口服液、清开

灵口服液、龙胆泻肝丸、导赤丸、芩连片、清胃黄连丸、黛蛤散、西黄丸等代表

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里热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清热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清热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七章 表里双解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表里双解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熟悉防风通圣丸、

双清口服液、葛根芩连片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

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表里同病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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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表里双解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

领会：①防风通圣丸、双清口服液、葛根芩连片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

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表里同病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表里双解中成药的含义。

难点：表里双解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八章 祛暑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祛暑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熟悉六一散、藿香正气

水、甘露消毒丸、六合定中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

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暑热病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

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祛暑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

领会：①六一散、藿香正气水、甘露消毒丸、六合定中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

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暑热病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祛暑中成药的含义。

难点：祛暑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九章 泻下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泻下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九制大黄丸、

当归龙荟丸、麻仁丸、苁蓉通便口服液、舟车丸、十枣丸、尿毒清颗粒等代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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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里实

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泻下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九制大黄丸、当归龙荟丸、麻仁丸、苁蓉通便口服液、舟车丸、十

枣丸、尿毒清颗粒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

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里实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泻下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泻下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十章 温里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温里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小建中合剂、

理中丸、香砂养胃丸、四逆汤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

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里寒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

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温里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小建中合剂、理中丸、香砂养胃丸、四逆汤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

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里寒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温里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温里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 9 页 共 23 页

第十一章 祛痰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祛痰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二陈丸、礞

石滚痰丸、清气化痰丸、橘红丸、天麻半夏丸、消瘿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

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痰证的临床症状；代

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祛痰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二陈丸、礞石滚痰丸、清气化痰丸、橘红丸、天麻半夏丸、消瘿丸

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痰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祛痰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祛痰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十二章 止咳平喘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止咳平喘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通宣理

肺丸、杏苏止咳颗粒、清肺抑火丸、蛇胆川贝液、急支糖浆、养阴清肺膏、二母

宁嗽丸、小青龙颗粒、止嗽定喘口服液、降气定喘丸、人参保肺丸、苏子降气丸、

七味都气丸、固本咳喘片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

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咳喘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止咳平喘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通宣理肺丸、杏苏止咳颗粒、清肺抑火丸、蛇胆川贝液、急支糖浆、

养阴清肺膏、二母宁嗽丸、小青龙颗粒、止嗽定喘口服液、降气定喘丸、人参保

肺丸、苏子降气丸、七味都气丸、固本咳喘片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

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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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咳喘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止咳平喘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止咳平喘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十三章 开窍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开窍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安宫牛黄丸、

紫雪散、局方至宝散、清开灵注射液、苏合香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

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神昏窍闭证的临床症状；代

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开窍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安宫牛黄丸、紫雪散、局方至宝散、清开灵注射液、苏合香丸等代

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神昏窍闭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开窍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开窍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十四章 补益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补益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四君子丸、

补中益气丸、参苓白术丸、启脾丸、桂附地黄丸、右归丸、济生肾气丸、五子衍

宗丸、当归补血口服液、四物合剂、六味地黄丸、左归丸、知柏地黄丸、八珍颗

粒、归脾丸、十全大补丸、生脉饮、人参固本丸、消渴丸、龟鹿二仙膏、七宝美

鬓颗粒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

控制。了解虚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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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补益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四君子丸、补中益气丸、参苓白术丸、启脾丸、桂附地黄丸、右归

丸、济生肾气丸、五子衍宗丸、当归补血口服液、四物合剂、六味地黄丸、左归

丸、知柏地黄丸、八珍颗粒、归脾丸、十全大补丸、生脉饮、人参固本丸、消渴

丸、龟鹿二仙膏、七宝美鬓颗粒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

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虚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补益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补益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十五章 固涩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固涩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玉屏风颗粒、

金锁固精丸、缩泉丸、四神丸、固本益肠片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

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气血精津滑脱散失病证的临床症

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收涩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玉屏风颗粒、金锁固精丸、缩泉丸、四神丸、固本益肠片等代表品

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气血精津滑脱散失病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固涩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固涩中成药主治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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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安神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安神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朱砂安神丸、

天王补心丸、柏子养心丸、解郁安神颗粒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

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神志不安病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

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安神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朱砂安神丸、天王补心丸、柏子养心丸、解郁安神颗粒等代表品种

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介绍其药效

与临床应用。

简单应用：①神志不安病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安神中成药的含义。

难点：安神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十七章 和解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和解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熟悉小柴胡颗粒、逍遥

丸、加味逍遥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

治、质量控制。了解少阳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和解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

领会：①小柴胡颗粒、逍遥丸、加味逍遥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

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少阳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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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和解中成药的含义。

难点：和解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十八章 理气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理气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四逆散、左

金丸、越鞠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

质量控制。了解气滞、气逆病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理气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四逆散、左金丸、越鞠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

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气滞、气逆病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理气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理气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十九章 活血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活血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复方丹参片、

丹七片、血塞通颗粒、消栓通络胶囊、血府逐瘀口服液、元胡止痛片、麝香保心

丸、消栓口服液、稳心颗粒、参松养心胶囊、人参再造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

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血瘀证的临床症状；

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活血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复方丹参片、丹七片、血塞通颗粒、消栓通络胶囊、血府逐瘀口服

液、元胡止痛片、麝香保心丸、消栓口服液、稳心颗粒、参松养心胶囊、人参再

造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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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简单应用：①血瘀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活血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活血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章 止血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止血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熟悉槐角丸、止血定痛

片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了解出血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止血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

领会：①槐角丸、止血定痛片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

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出血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止血中成药的含义。

难点：止血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一章 消导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消导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熟悉保和丸、枳实导滞

丸、健脾丸、开胃健脾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

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食积不化病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

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消导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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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保和丸、枳实导滞丸、健脾丸、开胃健脾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

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介绍其药效与临床应用。

简单应用：①食积不化病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消导中成药的含义。

难点：消导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二章 治风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治风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川芎茶调丸、

穹菊上清丸、正天丸、天麻钩藤颗粒、松龄血脉康胶囊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

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风病的临床症状；代

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治风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川芎茶调丸、穹菊上清丸、正天丸、天麻钩藤颗粒、松龄血脉康胶

囊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风病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治风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治风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三章 祛湿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祛湿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肾炎四味片、

肾炎康复片、茵栀黄口服液、茵陈五苓丸、八正合剂、三金片、癃闭舒胶囊、香

连丸、五苓散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

质量控制。了解水湿病证的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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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祛湿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肾炎四味片、肾炎康复片、茵栀黄口服液、茵陈五苓丸、八正合剂、

三金片、癃闭舒胶囊、香连丸、五苓散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

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水湿病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祛湿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祛湿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四章 蠲痹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蠲痹证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小活络丸、

木瓜丸、四妙丸、颈复康颗粒、独活寄生合剂、天麻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

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痹证的临床症状；代

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痹证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小活络丸、木瓜丸、四妙丸、颈复康颗粒、独活寄生合剂、天麻丸

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痹证的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蠲痹证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蠲痹证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五章 外科、皮肤科常用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外科、皮肤科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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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败毒丸、牛黄醒消丸、当归苦参丸、生肌玉红膏、京万红软膏、小金丸、乳癖

消颗粒、地榆槐角丸、消银胶囊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

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外科、皮肤科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连翘败毒丸、牛黄醒消丸、当归苦参丸、生肌玉红膏、京万红软膏、

小金丸、乳癖消颗粒、地榆槐角丸、消银胶囊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

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外科、皮肤科常见临床症状。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外科、皮肤科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外科、皮肤科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六章 妇科常用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妇科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大黄䗪虫丸、

七制香附丸、八珍益母胶囊、乌鸡白凤丸、少腹逐瘀丸、艾附暖宫丸、固经丸、

更年安片、千金止带丸、白带丸、妇科千金片、生化丸、通乳颗粒、桂枝茯苓丸

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了解妇科常见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妇科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大黄䗪虫丸、七制香附丸、八珍益母胶囊、乌鸡白凤丸、少腹逐瘀

丸、艾附暖宫丸、固经丸、更年安片、千金止带丸、白带丸、妇科千金片、生化

丸、通乳颗粒、桂枝茯苓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

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妇科常见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妇科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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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妇科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七章 儿科常用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儿科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小儿热速清

口服液、解肌宁嗽丸、小儿咽扁颗粒、小儿泻速停颗粒、小儿消食片、肥儿丸、

小儿咳喘灵、清宣止咳颗粒、鹭鸶咯丸、龙牡壮骨颗粒、琥珀抱龙丸等代表品种

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儿科常

见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儿科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小儿热速清口服液、解肌宁嗽丸、小儿咽扁颗粒、小儿泻速停颗粒、

小儿消食片、肥儿丸、小儿咳喘灵、清宣止咳颗粒、鹭鸶咯丸、龙牡壮骨颗粒、

琥珀抱龙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

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儿科常见临床症状。

综合应用：①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儿科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儿科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八章 眼科常用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眼科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明目蒺藜丸、

八宝眼药、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

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眼科常见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

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眼科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明目蒺藜丸、八宝眼药、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等代表品种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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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眼科常见临床症状。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眼科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眼科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二十九章 耳鼻喉、口腔科常用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耳鼻喉、口腔科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熟悉

耳聋丸、耳聋左慈丸、千柏鼻炎胶囊、霍胆丸、辛芩颗粒、冰硼散、玄麦甘桔含

片、六神丸、黄氏响声丸、口炎清颗粒、口腔溃疡散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

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耳鼻喉、口腔科常见临

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耳鼻喉、口腔科常用中成药的含义、分类、主治病证。

领会：①耳聋丸、耳聋左慈丸、千柏鼻炎胶囊、霍胆丸、辛芩颗粒、冰硼散、

玄麦甘桔含片、六神丸、黄氏响声丸、口炎清颗粒、口腔溃疡散等代表品种的处

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耳鼻喉、口腔科常见临床症状。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耳鼻喉、口腔科中成药的含义和分类。

难点：耳鼻喉、口腔科中成药主治病证。

第三十章 骨伤科常用中成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骨伤科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熟悉接骨丸、七厘散、

跌打丸、活血止痛散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

与主治、质量控制。了解骨伤常见临床症状；代表品种的药效与临床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骨伤科中成药的含义、主治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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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接骨丸、七厘散、跌打丸、活血止痛散等代表品种的处方及组方分

析、药理作用、制备方法、功能与主治、质量控制。

简单应用：①骨伤常见临床症状。

三、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骨伤科中成药的含义。

难点：骨伤科中成药主治病证。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

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

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适

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

点，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中成药学》（新世纪第三版），张金莲、陈军主编，中

国中医药出版社，2023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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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在章节的

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

五、应考指导

1. 如何学习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

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作出满意的回答，你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

很好的理解。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你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

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

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可以在空白处记录

相关网站，文章。

2. 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是回答你自己乐意回答的问题！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3. 如何处理紧张情绪

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

的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缓解紧张情绪。

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 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你在考试中出现这种情况，试试下列方法：使用“线

索”纸条。进入考场之前，将记忆“线索”记在纸条上，但你不能将纸条带进考

场，因此当你阅读考卷时，一旦有了思路就快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

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时间，并按此时间安排进行。

六、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的

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

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在

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四

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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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

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2.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3.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目，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

所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

和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

符的偏题或怪题。

4.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必须注意试题

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念。在各个能力层次

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考生切勿混淆。

6.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案例

分析。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下列成药属活血化瘀类的是（ ）

A. 参苏丸 B. 槐角丸 C. 复方丹参片 D. 八珍丸

参考答案：C

2.根据国家药品管理部门的批准，以中医处方为依据，以中药饮片为原料，按照规定工

艺和标准制成具有一定规格的药品，称为（ ）

A. 方剂 B. 中成药 C. 制剂 D. 剂型

参考答案：B

二、名词解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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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祛湿中成药

参考答案：以祛湿药为主要组成，具有祛除水湿作用，常用以治疗水湿病证的中成药，

称为祛湿中成药。

三、简答题

1.影响中成药药效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参考答案：

（1）中药材对中成药药效的影响；

（2）生产对中成药药效的影响；

（3）剂型对中成药药效的影响；

（4）贮藏保管对中成药药效的影响；

（5）临床应用对中成药药效的影响。

四、案例分析题

1.患者，女。自述口舌糜烂，疼痛，灼热，口渴喜饮，小便赤黄，便秘，舌红苔黄，脉

数。中医辩证后处方导赤丸。请结合导赤丸的功效、主治说明选药是否合理。

参考答案：

导赤丸的功效是清热泻火，利尿通便，主要应用于火热内盛所致的口疮、喉痹、便秘、

淋痛。口疮多因心经热盛，心火循经上炎而致。主要表现口舌生疮或糜烂，疼痛，灼热，口

渴喜饮，便秘，尿赤，舌红苔黄，脉数。适用于口腔炎、口腔溃疡、复发性口疮证候者。根

据患者症状导赤丸使用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