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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纲

07791 中药商品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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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中药商品学》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药学专业（专科）中的一门

专业课程。中药商品学是一门以中药商品质量和经营管理为核心内容来研究其商

品特征和使用价值的应用学科。它从商品学的角度研究临床使用的基本中药在流

通领域中商品质量的变化规律，以及与中药商品质量有关的经营管理等基本理论

与实践问题，主要内容包括：中药商品名称与基源、中药商品特征、主要化学成

分、鉴别与检查、质量要求、贮藏等。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分析和阐明中药

商品的适用性，监测中药商品在流通和使用过程中质量的变化规律，制定中药商

品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以便对中药商品进行全面质量控制和管理。

《中药商品学》属于中药学专业必修课程，也是中医药高级人才培养的核心

课程之一。

二、本课程设置的目的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让考生能全面、系统地掌握中药商品学的

相关理论与实践知识，具备扎实的实践操作和技能，熟悉国家政策和行业标准，

具备中药商品市场营销的实际应用能力，为从事中药产业相关工作提供更为全面

的支持和帮助。

三、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掌握中药商品生产、质量控制和市场营销等基

本理论和概念，熟悉中药商品生产流通与环节，了解国家政策、行业标准和行业

现状，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药商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四、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中药商品学》是中药学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是研究在商品流通领

域中如何保证中药商品质量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应用学科。《中药鉴定学》和

《中药学》这两门课程是学习《中药商品学》的重要基础，充分掌握常用中药的

种类、功效、鉴别等基本知识，并形成相应的思维模式，能为学好《中药商品学》

筑牢坚实的基础，建议考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适当复习一下先期课程。《中药商

品学》课程的学习，也将为学生后续的毕业实习以及未来从事中医药相关工作打

下牢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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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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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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商品的基本概念；中药商

品经营管理，中药商品包装、贮藏与养护，中药商品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市场

流通代表性药材、饮片、中药提取物以及中成药商品规格、鉴定的主要内容和方

法；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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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商品流通环节与物流；中

药商品价格及其影响因素；中药市场监督与管理的有关规定，并能根据考核的不

同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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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商品理论，对中药商品流通领域的

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判断。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中药商品理论及知识，对中药商品流通

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论证，或者进行比较，并得出解决问题的综合

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中药商品与中药商品学的基本概念；中药商品的特点；

与中药商品学相关的重要本草学著作。熟悉中药商品学的任务；中药商品的命名

原则与分类。了解中药商业的起源与发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商品学的基本概念

识记：①中药概念；②中药商品学定义；③中药商品的特点。

领会：①广义中药包含的内容；②中药商品学研究范围。

简单应用：①中药商品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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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商业与中药商品学历史沿革

识记：①中药商业的起源与发展；②与中药商品学相关的重要本草著作。

领会：①中药商品国际贸易历史。

简单应用：①中药商品学发展简史。

（三）中药商品的名称

识记：①中药商品中文名称的命名方式。

领会：①中药商品拉丁文名称的命名规则和方法。

简单应用：①中药商品名称的分析。

（四）中药商品的分类

识记：①中药材及饮片的分类法。

领会：①中成药分类法。

简单应用：①中药商品的编码。

三、本章关键问题

中药商品学是以中药商品质量和经营管理为核心内容来研究中药商品特征

和使用价值的应用学科。本章从中药商品学基本概念入手，重点介绍了中药商品

作为特殊商品区别于一般商品的特点，并对中药商品学的研究任务、发展历史，

中药商品命名方法和分类、编码作了阐述。

第二章 中药商品的经营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中药商业的经营特点；中药商场调查与预测的方法；中

药商标的分类与作用。熟悉中药商品的流通环节与物流；中药商品的价格及其影

响因素；中药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了解中药商业机构与任务；了中药商品市场。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商业机构和任务

识记：①中药商业的行政管理机构。

领会：①中药商业企业的种类；②中药商业企业的责任和任务。

（二）中药商业的经营特点

识记：①中药商业的经营特点。

（三）中药商品流通环节与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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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中药市场流通的主要环节；②中药物流的功能。

领会：①中药商品物流管理分类；②中药商品物流建设。

简单应用：①中药商品流通过程分析。

（四）中药价格

识记：①中药价格的定义。

领会：①中药价格的影响因素。

简单应用：①中药价格的计算。

综合应用：①中药价格趋势的预判。

（五）中药市场

识记：①中药商品市场概况。

领会：①中药市场调查步骤和方法；②中药市场的监督与管理。

（六）中药商标

识记：①中药商标的分类；②中药商标的作用。

综合应用：①中药商标保护。

（七）中药商业的竞争

领会：①中药商业竞争范围。

综合应用：①中药商业竞争策略。

（八）中药商品的国际贸易

领会：①中药进出口概况。

综合应用：①中药进出口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三、本章关键问题

中药商品经营管理，不仅具有一般商品的经营方式，还有医药市场的特殊属

性。本章重点介绍了中药商业的经营特点、中药商品流通环节，并就中药价格构

成、定价影响因素，中药市场，中药商标保护与竞争等作了阐述，同时对当前中

药商品的国际贸易与存在问题作了分析。

第三章 中药商品的包装、贮藏与养护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中药商品的包装概念和包装要求；中药商品贮藏的概念

和方法；中药变质的因素与主要防治方法。熟悉中药商品贮藏的基本原则。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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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统养护技术和现代养护技术。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商品的包装

识记：①中药包装的概念；②中药包装的材料与要求。

领会：①中药包装的方法。

（二）中药商品的贮藏

识记：①中药商品贮藏的方法；②中药变质的因素；③中药变质的防治。

领会：①中药商品贮藏的基本原则。

综合应用：①中药包装与贮藏实践。

（三）中药传统与现代养护技术

识记：①干燥养护、冷藏养护、埋藏法、醇闷养护法、药剂熏蒸法、对抗同

贮养护法的概念与分类；②气调养护、远红外干燥、微波干燥、气幕防潮养护、

除氧剂封存养护、辐射防治、生物农药防治、机械吸潮的概念与分类。

领会：①中药传统养护技术的操作过程；②中药现代养护技术的操作过程。

综合应用：①中药养护实践。

三、本章关键问题

中药包装和贮藏、养护在保证中药商品质量和数量上起到重要作用。本章重

点介绍了不同的中药包装材料、包装方法，中药质变原理，以及传统和现代中药

养护技术；通过学习，熟悉这些方法与技术，并能针对不同中药商品选择适应的

包装、贮藏、养护技术是学习重点与关键。

第四章 中药商品的质量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我国现行的中药质量标准；中药材与饮片商品鉴定的主

要内容和方法。熟悉中药经营管理法规。了解中药商品质量标准的类型与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经营管理法规

识记：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基本情况；②《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医药法》的基本情况。

领会：①中药经营质量管理的基本内容；②中药生产质量管理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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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中药品种保护、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的应用实践。

（二）中药商品的质量标准

识记：①中药商品质量标准的类型与内容；②我国现行的中药质量标准。

领会：①中药材商品规格与等级。

简单应用：①中药商品规格等级划分与质量评判。

（三）中药商品检验

识记：①中药材检验与鉴定的主要内容。

领会：①饮片和中成药的检验与鉴定的主要内容。

综合应用：①中药商品检验实践。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阐述了我国现行与中药商品相关的经营管理法规、质量标准、鉴定内容。

着重介绍了中药商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规格与等级的划分方法；商品质量检验

的依据和内容。

中篇 中药材与饮片商品

第五章 中药材资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道地药材含义；各产区主要道地药材商品品种；中药采

收原则和常用中药材的加工方法。熟悉国内主要中药市场的特点；产地加工的目

的。了解国内天然药物资源分布情况及我国中药材生产情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材资源分布

识记：①我国天然药材资源的分布区域及代表性品种；②野生药材资源保护

现状。

领会：①药用动、植物养殖与栽培；②中药材生产的质量管理。

（二）中药材的采收与加工

识记：①中药材的采收原则；②常用中药材的产地加工方法。

领会：①中药材产地加工的目的。

简单应用：①代表性中药材商品的挑选分等。



第 8 页 共 18 页

（三）中药材的集散地与道地药材

识记：①道地药材的含义；②我国 17 家中药材专业市场及特点。

领会：①我国中药材 11 大产区及产区内代表性的中药材品种。

综合应用：①道地药材形成的原因。

三、本章关键问题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环境条件变化大，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各地区都形

成了适合本地条件的道地药材，这也是中药商品的一大特色。本章重点阐述了道

地产区的分布及代表性中药材品种、中药材采收与产地加工方法，并介绍了中药

材天然资源和生产资源概况以及 17 家中药材专业市场概况。

第六章 中药的炮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熟悉中药炮制的目的，了解中药炮制的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炮制的目的

识记：①药材炮制的概念；②药材炮制的目的。

（二）中药炮制的方法

领会：①常用中药材炮制的方法。

三、本章关键问题

中药炮制的目的和方法是本章阐述的重点。

第七章 植物类中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在常用中药商品中，植物类中药约占 80%以上，因此本章内容较多。通过本

章学习，掌握附子等市场流通重点品种的基源、道地或主要产地、商品性状特征、

规格等级和质量要求。熟悉牛膝等药材的基源、道地或主要产地、商品性状特征、

规格等级和质量要求。了解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根类中药

识记：①牛膝等常用根类药材的基源；②常用根类药材的道地产区或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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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常用根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⑤商品规格等级；⑥质

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大宗根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二）根茎类中药

识记：①黄连等常用根茎类药材的基源；②常用根茎类药材的道地产区或主

产区；③常用根茎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⑤商品规格等

级；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大宗根茎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三）根及根茎类中药

识记：①细辛等常用根及根茎类药材的基源；②常用根及根茎类药材的道地

产区或主产区；③常用根及根茎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

⑤商品规格等级；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大宗根及根茎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四）茎木类中药

识记：①沉香的基源；②沉香的主要产区；③沉香的采集方法；④沉香商品

性状特征；⑤沉香规格等级；⑥沉香质量要求。

领会：①沉香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沉香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五）皮类中药

识记：①牡丹皮等常用皮类药材的基源；②常用皮类药材的道地产区或主产

区；③常用皮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⑤商品规格等级；

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皮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六）叶类中药

识记：①番泻叶的基源；②番泻叶的主要产区；③番泻叶的采集方法；④番



第 10 页 共 18 页

泻叶商品性状特征；⑤番泻叶商品规格等级；⑥番泻叶质量要求。

领会：①番泻叶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番泻叶的应用历史、流通

现状。

（七）花类中药

识记：①金银花等常用花类药材的基源；②常用花类药材的道地产区或主产

区；③常用花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⑤商品规格等级；

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花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八）果实类中药

识记：①五味子等常用果实类药材的基源；②常用果实类药材的道地产区或

主产区；③常用果实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⑤商品规格

等级；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果实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九）种子类中药

识记：①酸枣仁等常用种子类药材的基源；②常用种子类药材的道地产区或

主产区；③常用种子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⑤商品规格

等级；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种子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十）全草类中药

识记：①麻黄等常用全草类药材的基源；②常用全草类药材的道地产区或主

产区；③常用全草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⑤商品规格等

级；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全草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十一）藻菌类中药

识记：①冬虫夏草等常用藻菌类药材的基源；②常用藻菌类药材的道地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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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产区；③常用藻菌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⑤商品规

格等级；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藻菌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十二）树脂类中药

识记：①血竭药材的基源；②血竭药材的主产区；③血竭药材的特殊产地加

工方法；④血竭商品性状特征；⑤血竭商品规格等级；⑥血竭质量要求。

领会：①血竭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血竭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血竭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十三）其他类中药

识记：①青黛等常用其他类药材的基源；②青黛等常用其他类药材的道地产

区或主产区；③青黛等常用其他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

⑤商品规格等级；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其他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常用植物类中药材的基源、道地产地或主产区、商品性状特

征、规格等级和质量要求；并介绍了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用法用量、流通历

史和现状。

第八章 动物类中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地龙等常用动物类中药的基源、道地产区或主产区、商

品性状特征、规格等级和质量要求；熟悉地龙等动物类中药的贮藏、性味功能和

用法用量。了解蜂蜜、海马、熊胆的基源、产地、商品性状特征。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动物类中药的定义与药用部位。

领会：①动物类中药的分类；②动物类中药的鉴别。

（二）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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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地龙等常用动物类药材的基源；②地龙等常用动物类药材的道地产

区或主产区；③地龙等常用动物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

⑤商品规格等级；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综合应用：①动物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常用动物类中药材的基源、道地产区或主产区、商品性状特

征、规格等级和质量要求；并介绍了动物类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用法用量、

流通历史和现状。

第九章 矿物类中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朱砂等常用矿物类中药的基源、道地产区或主产区、商

品性状特征、规格等级和质量要求。熟悉朱砂等矿物类中药的贮藏养护、性味功

能和用法用量。了解龙骨的来源、产地、商品特征、规格等级、质量要求、贮藏

养护、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矿物的性质

识记：①矿物的颜色；②矿物的条痕及条痕色；③矿物的解理和断口。

领会：①矿物的结晶形状、结晶习性、透明度、光泽、密度、硬度、力学性

质等。

简单应用：①矿物的性质。

（二）矿物类中药的分类与鉴别

识记：①矿物类中药的分类依据。

领会：①矿物类中药的鉴别。

（三）各论

识记：①朱砂等常用矿物类药材的基源；②朱砂等常用矿物类药材的道地产

区或主产区；③朱砂等常用矿物类药材的特殊产地加工方法；④商品性状特征；

⑤商品规格等级；⑥质量要求。

领会：①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和用法用量；②药材的应用历史、流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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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①矿物类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常用矿物类中药材的基源、道地产地或主产区、商品性状特

征、规格等级和质量要求；并介绍了矿物类药材的贮藏、性味功能、用法用量、

流通历史和现状。

下篇 中药材提取物与中成药商品

第十章 中药材提取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中药材提取物的基本概念与内容、中药材提取物的基源

与商品性状特征；熟悉中药材提取物的质量要求；了解中药材提取物的贮藏要求。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中药材提取物的概念；②中药材提取物的商品性状特征和质量要求。

领会：①中药材提取物的商品规格等级；②中药材提取物的贮藏养护。

（二）各论

识记：①黄芩提取物等常用中药材提取物的基源；②黄芩提取物等常用中药

材提取物商品性状特征；③主要化学成分；④质量要求。

领会：①提取物规格等级；②提取物的贮藏养护。

综合应用：①中药材提取物的商品规格等级与质量要求。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黄芩提取物等 5种中药材提取物的基源与商品性状特征，并

介绍了中药材提取物的质量要求和贮藏要求等。

第十一章 中成药商品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中成药的基本概念；熟悉 17 种剂型的代表性中成药品

种及其商品性状特征；了解代表性中成药的质量要求。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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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识记：①中成药的概念；②中成药的常见剂型。

领会：①中成药的特点。

（二）中成药各论

识记：①二妙丸等常用中成药的商品性状特征；②二妙丸等常用中成药的规

格。

领会：①二妙丸等常用中成药处方；②二妙丸等常用中成药主要化学成分；

③中成药的贮藏养护；④中成药的功能主治；⑤中成药的用法用量。

综合应用：①中成药商品的质量要求。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重点阐述了二妙丸等常用中成药品种及其商品性状特征；并介绍了代表

性中成药的规格、化学成分、质量要求、贮藏养护、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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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商品学》（第 4版），王晶娟、周小江主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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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卫生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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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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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难点，在

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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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地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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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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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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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按照重要性程度不同，考核内容分为重点（掌握）内容、次重点（熟悉）

内容、一般（了解）内容，在本课程试卷中对不同考核内容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

为：重点内容占 60%，次重点内容占 30%，一般内容占 10%。

3.教材内容分为上篇、中篇、下篇，考试试卷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分别为：35%、

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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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规、直尺、三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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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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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20%，综合应用占 15%。

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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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2:3:3:2。

6.本课程考试试卷中可能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

简答题、论述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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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临床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称为（ ）

A．中药 B．药材 C．饮片 D．中成药

参考答案：A

2．地黄以河南焦作市产量大，质量优，特称为（ ）

A．生地黄 B．熟地黄 C．怀地黄 D．焦地黄

参考答案：C

二、填空题

1．中药饮片的价格一般有生产价格、批发价格和 。

参考答案：零售价格

2．当归药材分为 和归头 2种商品规格。

参考答案：全归

三、名词解释题

1．怀中抱月

参考答案：松贝外层鳞叶 2 瓣，大小悬殊，大瓣紧抱小瓣，未抱合部分呈新月形，习称

“怀中抱月”。

四、简答题

1．简述白芍的来源、产地及商品性状特征。

参考答案：

（1）白芍来源于毛茛科植物芍药的干燥根。

（2）主产于浙江东阳，四川中江，安徽亳州，山东荷泽。

（3）呈圆柱形，平直或稍弯曲，两端平截。表面类白色或淡棕红色，光洁。质坚实，

不易折断，断面较平坦，类白色或微带棕红色，形成层环明显，射线放射状。气微，味微苦、

酸。

五、论述题

1．试述植物类中药材的传统采收原则。

参考答案：

中药材的传统采收原则，通常利用传统经验，结合药材的生物学特性、不同药用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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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特点、成熟程度以及采收难易程度、产量等决定每种时间和方法。具体如下：

（1）根及根茎类药材：一般在秋、冬季节地上部分枯萎时及初春发芽或刚露芽时采收。

（2）茎木类药材：一般在秋、冬季落叶后初春萌芽前采收。

（3）皮类药材：多数在清明至夏至之间采收。

（4）叶类药材：通常在开花前盛叶期或花盛期至刚结果时采收。

（5）花类药材：一般在花含苞待放时或花初开放时采收。

（6）果实类药材：一般多在近成熟或成熟时采收。

（7）种子类药材：果实完全成熟后采收。

（8）全草类药材：多在植物充分生长、茎叶茂盛的花前期或花盛期采收。

（9）藻、菌、地衣及孢子类：情况不一。

（10）树脂或其他类：根据采收时间和部位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