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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五味效用与不良反应

五味 效用 不良反应

辛 能散、能行（发散行气活血） 气虚阴亏者慎用

甘
能补、能缓、能和

（补中缓急，调和诸药）

湿阻、食积、中满气滞者慎用（中

满忌甘）

酸（涩） 能收、能涩（收敛固涩） 邪未尽之证均当慎用

苦
能泄、能燥、能坚

（泻下、燥湿、坚阴）
津液大伤及脾胃虚弱者不宜大量用

咸 能软、能下（软坚散结，泻下通肠） 高血压动脉硬化不宜用

淡 能渗、能利（渗湿利水） 阴虚津亏者慎用

1.（单选题）关于五味，下列哪是错误的

A．指药物因功效不同而具辛甘酸苦咸等味

B．是药物作用规律的高度概括

C．是部分药物真实滋味的具体表示

D．药味可以与滋味相同，也可以与滋味相异

E．药味即药物的滋味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五味，即指药物因功效不同而具有辛、甘、酸、苦、咸等味。其既是药物作用

规律的高度概括，又是部分药物真实滋味的具体表示。

2.（单选题）表示药物有渗湿利水作用的味是

A.涩味

B.辛味

C.酸味

D.淡味

E.咸味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淡能渗、能利，有渗湿利水作用，如治水肿、小便不利的猪苓、茯苓，均具淡



味。常将淡附于甘。

3.（多选题）指出下面不正确的是

A．黄连味苦

B．蜂蜜味甘

C．生姜味辛

D．芒硝味酸

E．乌梅味咸

【正确答案】DE

【答案解析】五味，最初是由健康人口尝药物的真实滋味而得知，如黄连味苦、蜂蜜味甘、

生姜味辛、乌梅味酸、芒硝味咸等。

2022：方剂组成原则

君药：方剂中必不可少药物，针对主证和主病起治疗作用。

臣药：辅助君药治疗主病和主证，针对兼病或兼证起治疗作用。

佐药：①佐助药：协助君、臣药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兼证；②佐制药：消除或减

缓君、臣药的毒性或烈性；③反佐药：根据病情需要，使用与君药药性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

起相成作用的药物。佐药的药力小于臣药，—般用量较轻。

使药：引药直达病所，调和诸药作用。

1.（单选题）根据方剂的组成原则，关于佐药的说法，错误的是

A.直接治疗兼病的药

B.减缓君臣药毒性的药

C.减缓君臣药烈性的药

D.协助君臣药加强治疗作用的药

E.与君药药性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佐药意义有三：一为佐助药，即协助君、臣药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

兼证的药物；二为佐制药，即用以消除或减缓君、臣药的毒性或烈性的药物；三为反佐药，

即根据病情需要，使用与君药药性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佐药的药力小于

臣药，一般用量较轻。而 A 对应的是臣药。

2.（单选题）针对主证主病发挥治疗作用的药称

A．佐制药



B．佐助药

C．臣药

D．君药

E．使药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君药：即对处方的主证或主病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它体现了处方的主攻方

向，其药力居方中之首，是方剂组成中不可缺少的药物。

3.（多选题）使药所包含的内容是

A．引经药

B．佐助药

C．调和药

D．佐制药

E．反佐药

【正确答案】AC

【答案解析】使药意义有二：一是引经药，即引方中诸药直达病所的药物；二是调和药，即

调和诸药的作用，使其合力祛邪。

2022：中药剂型的分类

1.按分散系统分类

（1）真溶液型液体制剂：如溶液剂、芳香水剂、甘油剂、醑剂等。

（2）胶体溶液型液体制剂：如胶浆剂、涂膜剂等。

（3）乳浊液型液体制剂：如口服乳剂、静脉注射用乳剂、部分搽剂等。

（4）混悬液型液体制剂：如洗剂、混悬剂等。

2.按给药途径及方法分类

（1）经口服给药的剂型如汤剂、合剂、糖浆剂、颗粒剂、丸剂、片剂等。

（2）经直肠给药的剂型如灌肠剂、栓剂等。

（3）经注射给药的剂型如静脉、肌内、皮下、皮内及穴位注射剂。

（4）呼吸道给药的剂型如气雾剂、吸入剂等。

（5）经皮肤给药的剂型如洗剂、搽剂、涂膜剂、糊剂、软膏剂、硬膏剂、贴剂、贴膏剂等。

（6）经黏膜给药的剂型如滴眼剂、滴鼻剂、口腔膜剂、舌下片剂、含漱剂等。

1.（多选题）按分散体系分类，液体药剂主要类型有



A.真溶液

B.高分子溶液

C.胶体溶液

D.混悬液

E.乳浊液

【正确答案】ACDE

【答案解析】按分散系统分类，根据药物在溶剂中的分散特性，分为：

（1）真溶液型液体制剂：如溶液剂、芳香水剂、甘油剂、醑剂等。

（2）胶体溶液型液体制剂：如胶浆剂、涂膜剂等。

（3）乳浊液型液体制剂：如口服乳剂、静脉注射用乳剂、部分搽剂等。

（4）混悬液型液体制剂：如洗剂、混悬剂等。

2.（单选题）真溶液型药剂、混悬液型药剂属于

A．按物态分类

B．按分散系统分类

C．综合分类法

D．按给药途径分类

E．按制法分类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按分散系统分类

根据药物在溶剂中的分散特性，分为：

（1）真溶液型液体制剂：如溶液剂、芳香水剂、甘油剂、醑剂等。

（2）胶体溶液型液体制剂：如胶浆剂、涂膜剂等。

（3）乳浊液型液体制剂：如乳剂、静脉乳剂、部分搽剂等。

（4）混悬液型液体制剂：如洗剂、混悬剂等。

3.（单选题）按照分散系统分类属于胶体溶液型药剂的是

A.甘油剂

B.洗剂

C.涂膜剂

D.混悬剂

E.乳剂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按药物（分散相）在溶剂（分散介质）中的分散特性，可将剂型分为真溶液型

药剂（如溶液剂、芳香水剂、醑剂、甘油剂等）、胶体溶液型药剂（如胶浆剂、涂膜剂等）、

乳浊液型药剂（如口服乳剂、静脉注射用乳剂、部分搽剂等）和混悬液型药剂（如混悬剂、

洗剂等）等。

2022：中药化学成分的结构鉴定

记忆技巧：MS 质定分子，IR 红表官团，UV 紫断骨架，NMR 核磁测结构。

1.（单选题）确定化合物分子量最常用的方法是

A．NMR

B．IR

C．UV

D．MS

E．DEPT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质谱（MS）可用于确定分子量及求算分子式和提供其他结构信息。

2.（单选题）鉴定化合物结构，确定化合物中质子类型、数目及相邻原子或原子团的信息，

可采用

A.红外光谱

B.紫外光谱

C.质谱

D.核磁共振谱

E.旋光谱

【正确答案】D

光谱方法 缩写 应用

质谱 MS 可用于确定分子量及求算分子式和提供其他结构碎片信息

红外光谱 IR 提供官能团信息

紫外光谱 UV 主要用于推断化合物的骨架类型（判定共轭体系）

核磁共振
1
H-NMR

13
C-NMR

提供质子（碳原子）的类型、数目及相邻原子或原子团的信息，

用于结构测定



【答案解析】1H—NMR 测定中通过化学位移（δ）、谱线的积分面积以及裂分情况（重峰数及

偶合常数 J）可以提供分子中质子的类型、数目及相邻原子或原子团的信息，对中药化学成

分的结构测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多选题）中药中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的常用方法有

A．聚酰胺吸附色谱

B．紫外光谱

C．红外光谱

D．纸色谱

E．高效液相色谱

【正确答案】BC

【答案解析】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的常用方法有质谱、红外光谱、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核

磁共振谱。

2022： 细胞内含物鉴定

细胞内含物 试剂 反应现象

淀粉粒 碘试液 显蓝色或紫色

醋酸甘油试液 偏光显微镜观察，未糊化淀粉粒有偏光

现象；已糊化的无偏光现象

糊粉粒 碘试液 显棕色或黄棕色

硝酸汞试液 显砖红色

脂肪油、挥发

油或树脂

苏丹Ⅲ试液 呈橘红色、红色或紫红色

90%乙醇 脂肪油不溶解，挥发油则溶解

菊糖 先加 10%α-萘酚乙醇溶液，再加

硫酸

呈紫红色并很快溶解

黏液 钌红试液 显红色

草酸钙结晶 ①加稀醋酸不溶解，加稀盐酸溶解而无气泡产生

②加硫酸溶液（1→2），逐渐溶解，片刻后析出针状硫酸钙结晶

碳酸钙结晶

（钟乳体）

稀盐酸 溶解，同时有气泡产生

硅质 硫酸 不溶解



1.（单选题）下列哪种细胞后含物加浓硫酸不溶解

A．草酸钙结晶

B．碳酸钙结晶

C．硅质

D．菊糖

E．钟乳体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硅质：加硫酸不溶解。

2.（单选题）加稀盐酸能产生气泡的结晶体是

A．草酸钙结晶

B．碳酸钙结晶（钟乳体）

C．硅质晶体

D．菊糖结晶

E．橙皮苷结晶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碳酸钙结晶（钟乳体）：加稀盐酸溶解，同时有气泡产生。

3.（多选题）加苏丹Ⅲ试液显橘红色、红色或紫红色的有

A．淀粉粒

B．糊粉粒

C．脂肪油

D．挥发油

E．树脂

【正确答案】CDE

【答案解析】脂肪油、挥发油或树脂加苏丹Ⅲ试液呈橘红色、红色或紫红色；加 90%乙醇，

脂肪油不溶解，挥发油则溶解。

2022：常见药物动力学参数及临床意义

速率常数：描述药物转运（消除）速度的重要的动力学参数。

生物半衰期：体内药量或血药浓度消除一半所需要的时间。衡量一种药物从体内消除速度。

表观分布容积：无直接生理意义，水溶性或极性大的药物，不易透过毛细血管壁，血药浓度

较高，表观分布容积较小；亲脂性药物在血液中浓度较低，表观分布容积通常较大，往往超



过体液总体积。对于一个药物来说，表观分布容积是个确定的值。

体内总清除率：从机体或器官在单位时间内能清除掉相当于多少体积的体液中的药物。

生物利用度：药物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的程度与速度。试验制剂与参比制剂的血药浓度-时间

曲线下面积（AUC）的比率称为相对生物利用度。当参比制剂是静脉注射剂时，则得到的比

率为绝对生物利用度。评价指标为 Cmax、tmax、AUC。

1.（单选题）药物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的速度和程度称为

A.速率常数

B.生物利用度

C.表观分布容积

D.体内总清除率

E.隔室模型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生物利用度是指药物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的程度与速度。

2.（单选题）描述药物消除速度的重要的动力学参数为

A.速率常数

B.生物半衰期

C.表观分布容积

D.体内总清除率

E.隔室模型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速率常数是描述药物转运（消除）速度的重要的动力学参数。

3.（多选题）有关药物动力学常用术语是

A．单室模型

B．双室模型

C．一级速度过程

D．零级速度过程

E．溶出度

【正确答案】ABCD

【答案解析】常用的药物动力常用术语：一级速度过程、零级速度过程、受酶活力限制的速

度过程、单室模型、双室模型。



2022：中药药品标准的组成

国家标准：《中国药典》、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药品标准。

其他标准：部/局颁标准、进口药材标准、药品注册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药材标准

及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企业标准。

1.（单选题）关于企业标准的描述错误的是

A.企业药品标准指标限度的要求须等于或高于注册标准

B.企业药品标准是药品生产企业的内控标准

C.企业标准也是属于我国中药药品标准的范畴

D.企业药品标准中的检验项目多于该药品的注册标准

E.药品生产企业为控制或提高产品质量还制定企业药品标准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目前，我国中药药品标准主要包括国家标准、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标

准和企业标准。

药品生产企业为控制或提高产品质量还制定企业药品标准，作为内控标准。企业药品标准中

的检验项目同于该药品的注册标准，但指标限度的要求须等于或高于注册标准。

2.（单选题）关于药品标准的说法，错误的是

A.《中国药典》为最高标准要求

B.企业标准为企业内控标准

C.药品注册标准应当符合《中国药典》通用技术要求

D.药品注册标准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审批药品时，批准的发给申请人特定药品的质量标

准

E.少数民族地区进口当地习用的少数民族药药材，尚无国家药品标准的，应当符合相应的省、

自治区药材标准。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中国药典》是最低标准。

1.（多选题）国家药品标准有

A.《中国药典》

B.进口药材标准

C.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药品标准

D.药品注册标准



E.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正确答案】AC

【答案解析】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

2022：常用植物药性状描述术语

蚯蚓头：防风的根头部具有的横环纹；

狮子头：党参根顶端具有的瘤状茎残基；

菊花心：黄芪、甘草、白芍断面维管束与较窄的射线相间排列成细密的放射状纹理；

车轮纹：防己、青风藤断面维管束与较宽的射线相间排列成稀疏整齐的放射状纹理；

朱砂点：茅苍术断面散在的红棕色油点；

星点：大黄断面的异型维管束；

云锦花纹：何首乌断面的异型维管束；

罗盘纹：商陆断面的同心环型异型维管束；

珍珠盘：银柴胡根头部略膨大，有密集的呈疣状突起的芽苞、茎或根茎的残基。

1.（单选题）何首乌药材横切面显

A.星点

B.云锦状花纹

C.朱砂点

D.菊花心

E.车轮纹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何首乌饮片皮部显“云锦状花纹”。

2.（单选题）党参根头部习称

A.狮子头

B.蚯蚓头

C.油头

D.马头蛇尾瓦楞身

E.云头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传统的经验鉴别术语形象生动，易懂好记，党参根顶端具有的瘤状茎残基术语

称“狮子头”。



3.（单选题）防己药材横切面显

A.星点

B.云锦状花纹

C.朱砂点

D.菊花心

E.车轮纹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断面呈车轮：防己、大血藤的饮片。

2022：水分测定方法

《中国药典》规定水分测定法有五种：第一法（费休氏法）包括容量滴定法和库仑滴定法。

第二法（烘干法）适用于不含和少含挥发性成分的药品，如三七、广枣等。第三法（减压干

燥法）适用于含挥发性成分的贵重药品，如厚朴花、蜂胶等。第四法（甲苯法）适用于含挥

发性成分的药品，如肉桂、肉豆蔻、砂仁等。第五法（气相色谱法），如辛夷。

1.（单选题）测三七的水分采用的方法是

A.甲苯法

B.烘干法

C.减压干燥法

D.气相色谱法

E.以上都不是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三七、广枣测定水分用烘干法。

2.（多选题）《中国药典》中，用甲苯法测定水分的药材

A.大黄

B.砂仁

C.甘草

D.肉豆蔻

E.肉桂

【正确答案】BDE

【答案解析】水分测定法：《中国药典》规定水分测定法有五种：第一法（费休氏法）包括

容量滴定法和库仑滴定法。第二法（烘干法）适用于不含和少含挥发性成分的药品，如三七、



广枣等。第三法（减压干燥法）适用于含挥发性成分的贵重药品，如厚朴花、蜂胶等。第四

法（甲苯法）适用于含挥发性成分的药品，如肉桂、肉豆蔻、砂仁等。第五法（气相色谱法），

如辛夷。

3.（单选题）测辛夷的水分采用的方法是

A.烘干法

B.气相色谱法

C.甲苯法

D.减压干燥法

E.以上都不是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辛夷测定水分用气相色谱法。



2022：动物药、矿物药采收时间

动物药：多数可全年采收，如龟甲、鳖甲等。特例：①桑螵蛸，应在 3月中旬前收集；②有

翅昆虫，可在清晨露水未干时捕捉，如红娘子、青娘子、斑蝥等；③两栖动物类、爬行动物

类宜在春秋两季捕捉采收，如蟾酥、各种蛇类药材；④哈蟆油霜降期捕捉采收。

矿物药：全年均可采挖。

1.（单选题）关于动物类药的采收说法错误的是

A.以卵鞘入药的，应在 3月中旬前收集

B.以成虫入药的，均应在活动期捕捉

C.两栖动物类、爬行动物类宜在春秋两季捕捉采收

D.脊椎动物类全年均可采收

E.鹿茸需在 8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以卵鞘入药的，如桑螵蛸，应在 3月中旬前收集，过时虫卵孵化成虫影响药效。

以成虫入药的，均应在活动期捕捉，如土鳖虫等。有翅昆虫，可在清晨露水未干时捕捉，以

防逃飞，如红娘子、青娘子、斑蝥等。两栖动物类、爬行动物类宜在春秋两季捕捉采收，如

蟾酥、各种蛇类药材；亦有霜降期捕捉采收的，如哈蟆油。脊椎动物类全年均可采收，如龟

甲、牛黄等；但鹿茸需在清明后 45～60 天（5月中旬至 7 月下旬）锯取，过时则骨化为角。

2.（单选题）全年均可采收的药材是

A．根及根茎类

B．叶类

C．矿物类

D．藻菌类

E．动物类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根及根茎类一般秋冬季及春初发芽前或刚露苗时采；叶类多光合作用旺盛，开

花前或果实未成熟前采；矿物类没有季节限制，全年可采；藻菌类采收情况不一样；动物类

大多全年可采。

3.（单选题）需在霜降期捕捉获得药用部位的是

A.穿山甲

B.桑螵蛸



C.土鳖虫

D.斑蝥

E.哈蟆油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本题是考查中药采收加工的

穿山甲全年可采；桑螵蛸应 3 月中旬前采收；土鳖虫应在活动期采收；斑蝥应在清晨露水未

干时采收；哈蟆油应在霜降期采收。

2022：王不留行及苍耳子炮制方法

药材 炒黄的炮制方法 炮制作用

火力 炮制程度

王不留行 中火 炒至大部分爆花即可

（爆花率达 80%以上为

宜）

炒王不留行质地松泡，利于有效成分煎出，

且走散力强，长于活血通经，下乳，通淋。

多用于产后乳汁不下，经闭，痛经，石淋，

小便不利

苍耳子 中火 炒至黄褐色，刺焦时即

可

炒苍耳子可降低毒性，偏于通鼻窍，祛风

湿，止痛。常用于鼻渊头痛，风湿痹痛

1.（单选题）炒王不留行的火力是

A.中火

B.大火

C.小火

D.武火

E.文火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炒王不留行：取净王不留行，投入预热容器内，中火拌炒至大部分爆花即可。

2.（单选题）苍耳子炒黄的作用是

A．矫臭矫味

B．缓和药性

C．降低毒性

D．转变药性



E．利于贮藏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炒苍耳子可降低毒性，偏于通鼻窍，祛风湿，止痛。常用于鼻渊头痛，风湿痹

痛。

3.（单选题）以下需要炒爆花的药材是

A.莱菔子

B.芥子

C.王不留行

D.牛蒡子

E.苍耳子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王不留行水溶物的增加与爆花程度有关，爆花率越高，水溶性浸出物也越高。

结合实际生产，炒王不留行爆花率达 80%以上为宜。

2022：砂炒法

采用砂炒法炮制药物：鸡内金、马钱子、骨碎补等。

砂炒炮制作用：制马钱子毒性降低，质地酥脆，易于粉碎；砂炒骨碎补，质地松脆，易于除

去鳞片，便于调剂和制剂，有利于煎出有效成分，以补肾强骨、续伤止痛为主。砂炒鸡内金

质地酥脆，便于粉碎，矫正不良气味，并能增强健脾消积的作用。

1.（单选题）炒后用于消化不良，食积不化，脾虚泄泻及小儿疳积的是

A.马钱子

B.水蛭

C.骨碎补

D.鳖甲

E.鸡内金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炒鸡内金和砂炒鸡内金质地酥脆，便于粉碎，矫正不良气味，并能增强健脾消

积的作用。用于消化不良，食积不化，脾虚泄泻及小儿疳积。

2.（单选题）以下药物用砂炒的是

A.鸡内金

B.阿胶



C.大黄

D.水蛭

E.斑蝥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砂炒鸡内金质地酥脆，便于粉碎，矫正不良气味，并能增强健脾消积的作用。

3.（单选题）要作为中间传热体的炮制辅料是

A.河砂

B.滑石粉

C.麦麸

D.灶心土

E.蛤粉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河砂：作为中间传热体，温度高、传热快，可使坚硬的药物受热均匀，经砂炒

后药物质地变松脆，利于粉碎和煎出有效成分。

2022：盐炙目的及代表药物

盐炙法的主要目的：①引药下行，增强疗效，如杜仲、小茴香、车前子、益智仁、知母、黄

柏等。②缓和药物辛燥之性，如补骨脂、益智仁等。③增强滋阴降火作用，如知母、黄柏等。

采用盐炙法的药物有杜仲、黄柏、泽泻、车前子。其中杜仲、黄柏、泽泻采用先拌盐水后炒

药的方法进行盐炙，车前子等含有黏液质较多的药物采用先炒药后喷淋盐水的方法进行盐炙。

1.（单选题）盐炙能增强补肝肾作用的药物是

A．知母、黄柏

B．杜仲、巴戟天

C．砂仁、小茴香

D．荔枝核、橘核

E．车前子、泽泻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盐杜仲引药入肾，直达下焦，温而不燥，补肝肾、强筋骨、安胎的作用增强。

橘核盐炙增加疗疝止痛功效；知母盐炙后增强滋阴降火作用；荔枝核盐炙后增加疗疝止痛功

效；杜仲盐炙后补肝肾作用增强；砂仁盐炙后增强温中暖肾、理气安胎作用。

2.（单选题）盐炙法炮制中药目的



A.引药上行，增强活血通络的作用

B.引药入肝，增强活血止痛作用

C.制其寒性，增强和胃止呕

D.引药下行，增强滋阴降火

E.缓和药性增强润肺止咳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盐炙法的主要目的①引药下行，增强疗效，如杜仲、小茴香、车前子、益智仁、

知母、黄柏等。②缓和药物辛燥之性，如补骨脂、益智仁等。③增强滋阴降火作用，如知母、

黄柏等。

3.（单选题）采用先炒药后喷淋盐水的方法进行盐炙的药物是

A.车前子

B.杜仲

C.黄柏

D.泽泻

E.知母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杜仲、黄柏、泽泻采用先拌盐水后炒药的方法进行盐炙，车前子等含有黏液质

较多的药物采用先炒药后喷淋盐水的方法进行盐炙。

2022：煅淬法代表药物及炮制作用

煅淬的主要目的：①使药物质地酥脆，易于粉碎，利于有效成分煎出。如代赭石、磁石。②

改变药物的理化性质，减少副作用，增强疗效。如自然铜。③清除药物中夹杂的杂质，洁净

药物。如炉甘石。

煅淬的注意事项：煅淬要反复进行几次，使液体辅料吸尽、药物全部酥脆为度，避免生熟不

均。所用的淬液种类和用量由各药物的性质和煅淬目的要求而定。

煅淬代表药物：

药物 淬液 炮制作用

赭石 醋 低了苦寒之性，增强了平肝止血作用。用于吐血、衄血及崩漏等症

自然铜 醋 增强散瘀止痛作用。多用于跌打肿痛，筋骨折伤

炉甘石 水 质地纯洁细腻，适宜于眼科及外敷用，消除了由于颗粒较粗而造成



的对敏感部位的刺激性

1.（单选题）代赭石煅淬所用的辅料是

A.盐水

B.明矾

C.黑豆汁

D.醋

E.酒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煅赭石：取净赭石砸成小块，置耐火容器内用武火加热，煅至红透，立即倒入

醋液淬制，如此反复煅淬至质地酥脆，淬液用尽为度。

2.（单选题）宜用煅淬法炮制的药材是

A.石决明

B.赭石

C.牡蛎

D.白矾

E.血余炭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煅赭石为无定型粉末或成团粉末，暗褐色或紫褐色，光泽消失；质地酥脆，略

带醋气。煅赭石降低了苦寒之性，增强了平肝止血的作用，用于吐血、衄血及崩漏等证。

3.（多选题）关于煅淬法叙述正确的是

A.将药物按明煅法煅至红透，立即投入规定的液体辅料中骤然冷却的方法

B.药物在高温有氧条件下煅至红透

C.常用的辅料为醋、酒、药汁等

D.使药物质地酥脆，易于粉碎

E.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

【正确答案】ABCDE

【答案解析】将药物在高温有氧条件下煅烧至红透后，立即投入规定的液体辅料中骤然冷却

的方法称为煅淬。煅后的操作程序称为淬，所用的液体辅料称为淬液。常用的淬液有醋、酒、

药汁等，按临床需要而选用。煅淬法适用于质地坚硬，经过高温仍不能疏松的矿物药，以及



临床上因特殊需要而必须煅淬的药物。

（1）煅淬的主要目的：①使药物质地酥脆，易于粉碎，利于有效成分煎出。如代赭石、磁

石。②改变药物的理化性质，减少副作用，增强疗效。如自然铜。③清除药物中夹杂的杂质，

洁净药物。如炉甘石。

（2）煅淬的注意事项：煅淬要反复进行几次，使液体辅料吸尽、药物全部酥脆为度，避免

生熟不均。所用的淬液种类和用量由各药物的性质和煅淬目的要求而定。

2022：发芽法和发酵法对比

发酵法 发芽法

温度 30℃～37℃ 18℃～25℃

湿度

70%～80%

经验“握之成团，指间可见

水迹，放下轻击则碎”为宜

42%～45%

炮制药材 六神曲 麦芽

其他 pH4～7.6
要求发芽率在 85%以上；

芽长至 0.2～1cm

1.（单选题）发酵的目的是

A．产生新的治疗作用

B．降低毒性

C．清除杂质

D．消除副作用

E．降低疗效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发酵的主要目的：①改变原有性能，产生新的治疗作用，扩大用药品种。如六

神曲、建神曲、淡豆豉等。②增强疗效。如半夏曲。

2.（单选题）用发芽法炮制药物时，适宜的温度和浸渍后的含水量分别是

A．15℃～20℃ ， 45%～55%

B．18℃～25℃ ， 42%～45%

C．30℃～37℃ ， 70%～80%

D．30℃～37℃ ， 65%～90%



E．18℃～25℃ ， 70%～ 80%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发芽法的温度要求为：18℃～25℃ ， 浸渍后的含水量控制在：42%～45%。

3.（多选题）发芽法的操作注意事项为

A．选新鲜、成熟、饱满的种子

B．控制温度 18～25℃

C．浸渍度的含水量控制在 42％～45％

D．要求发芽率在 65％以上

E．适当的避光、通风

【正确答案】ABCE

【答案解析】发芽的注意事项：①发芽温度一般以 18℃～25℃为宜，浸渍后含水量控制在

42%～45%为宜。②种子的浸泡时间应依气候、环境而定，一般春、秋季宜浸泡 4～6 小时，

冬季 8小时，夏季 4小时。③选用新鲜成熟的种子或果实，在发芽前应先测定发芽率，要求

发芽率在 85%以上。④适当避光并选择有充足氧气、通风良好的场地或容器进行发芽。⑤发

芽时先长须根而后生芽，不能把须根误认为是芽。以芽长至 0.2～1cm 为标准，发芽过长则

影响药效。⑥在发芽过程中，要勤加检查、淋水，以保持所需湿度，并防止发热霉烂。



2022：含有氰苷类化合物代表药物

（1）苦杏仁：以苦杏仁苷为指标成分，含量不得少于 3.0%。具有镇咳、平喘、祛痰、增强

免疫功能等药理作用。

（2）桃仁：以苦杏仁苷为指标成分，含量不得少于 2.0%。

（3）郁李仁：以苦杏仁苷为指标成分，含量不得少于 2.0%。

1.（单选题）苦杏仁中的指标性成分为

A.多糖

B.氨基酸

C.蛋白质

D.苦杏仁苷

E.氢氰酸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苦杏仁主要含苦杏仁苷，这也是《中国药典》以苦杏仁苷为指标成分进行测定，

规定含量不低于 3.0％。

2.（单选题）按照苷的分类，苦杏仁苷属于

A．氧苷

B．硫苷

C．碳苷

D．氮苷

E．腺苷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苦杏仁苷属于氰苷，氰苷归为氧苷这一类，因此选择氧苷。

3.（多选题）《中国药典》规定，以苦杏仁苷为质量控制成分的中药是

A.山豆根

B.苦杏仁

C.桃仁

D.防己

E.郁李仁

【正确答案】BCE

【答案解析】考查各类中药化学成分的代表性常用中药。主要含苦杏仁苷的常用中药有：桃



仁、苦杏仁、郁李仁。（逃离苦境）山豆根——生物碱；防己——生物碱。

2022：醌类化合物酸性强弱

醌类化合物结构中所含有的羧基数量、羟基数量、羟基位置都会影响其酸性。

数量：羧基、羟基数量越多酸性越强。

位置：β位羟基酸性大于α位羟基。

蒽醌类衍生物酸性强弱顺序：含-COOH＞含两个以上β-OH＞含一个β-OH＞含两个以上α-OH

＞含一个α-OH。在分离工作中，常采取碱梯度萃取法来分离蒽醌类化合物。如用碱性不同

的水溶液 5％碳酸氢钠溶液、5％碳酸钠溶液、1％氢氧化钠溶液、5％氢氧化钠溶液依次提

取。

1.（单选题）可以提取带一个α-OH 的蒽醌的溶剂是

A.5%的碳酸氢钠

B.5%的氢氧化钠

C.1%的氢氧化钠

D.1%的碳酸氢钠

E.5%的碳酸钠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蒽醌类衍生物酸性强弱的排列顺序为：含-COOH＞含两个以上β-OH＞含一个β

-OH＞含两个以上α-OH＞含一个α-OH。酸性最弱的化合物（带一个α-OH）只能溶于 5％氢

氧化钠。

2.（单选题）酸性最强的蒽醌类衍生物中含有的基团是

A.2 个β-OH

B.3 个α-OH

C.2 个β-OH，1 个α-OH

D.1 个 COOH

E.3 个α-OH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考察蒽醌类衍生物酸性强弱顺序：含-COOH>2 个以上β-OH>1 个β-OH>2 个以

上α-OH>1 个α-OH。

3.（单选题）关于蒽醌类衍生物酸性强弱的说法，正确的是

A．酚羟基越多，酸性越强



B．氨基越多，酸性越强

C．芳基越多，酸性越强

D．甲基越多，酸性越强

E．甲氧基越多，酸性越强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蒽醌类衍生物多具有酚羟基，故具有酸性，易溶于碱性溶剂。

羟基数目越多，酸性越强。无论α位或β位，随着羟基数目的增加，其酸性都有一定程度的

增加。

2022：倍半萜的分类

1.（单选题）属于倍半萜类的化合物是

A．龙脑

B．梓醇苷

C．紫杉醇

D．青蒿素

E．穿心莲内酯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青蒿素的化学结构是倍半萜。

2.（单选题）倍半萜含有的异戊二烯单位的个数为

A．2

B．3

C．4

D．5

E．6

分类 主要化合物 应用

链状倍半萜 金合欢醇（法尼醇） 一种名贵香料

单环倍半萜 青蒿素 抗恶性疟疾效果良好

双环倍半萜 马桑毒素、羟基马桑毒素 治疗精神分裂症

薁类，如莪术醇 具有抗肿瘤活性

三环倍半萜 环桉醇 抗金黄色葡萄球菌作用和抗白色念珠菌活性很强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倍半萜的碳架是由 15 个碳原子组成的，含有 3 个异戊二烯单位。

3.（多选题）以下不属于倍半萜类的化合物是

A．龙脑

B．青蒿素

C．紫杉醇

D．穿心莲内酯

E．雷公藤内酯

【正确答案】ACDE

【答案解析】以上五个选项只有青蒿素属于倍半萜（单环倍半萜）。其他的四个都不属于倍

半萜。龙脑属于双环单萜，穿心莲内酯、雷公藤内酯和紫杉醇等属于二萜。



2022：金银花 VS 山银花——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品种 来源 性状

金银花
忍冬科

忍冬

呈棒状，上粗下细，略弯曲，密被短柔毛

——花蕾多、色绿白、质柔软、气清香

山银花

忍冬科

灰毡毛忍冬、红腺忍

冬、华南忍冬或黄褐

毛忍冬

呈棒状而稍弯曲，总花梗集结成簇，开放者花冠裂

片不及全长之半，质稍硬，手捏之稍有弹性

1.（单选题）金银花的来源为

A．忍冬科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B．忍冬科植物灰毡毛忍冬、红腺忍冬、华南忍冬或黄褐毛忍冬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C．忍冬科植物忍冬的干燥花

D．忍冬科植物灰毡毛忍冬、红腺忍冬、华南忍冬或黄褐毛忍冬的干燥花

E．忍冬科植物忍冬的干燥头状花序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金银花来源于忍冬科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2．（单选题）关于山银花，下列描述错误的是

A．多于夏初花开放前采收

B．灰毡毛忍冬呈棒状而稍弯曲

C．红腺忍冬表面黄白色至黄棕色，无毛或疏被毛

D．华南忍冬萼筒和花冠密被灰白色毛

E．质稍软，手捏之稍有弹性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山银花质稍硬，手捏之稍有弹性。

3．（单选题）关于金银花，下列描述错误的是

A．多于夏初花开放前采收

B．以花蕾多、色绿白、质柔软、气清香者为佳

C．呈圆柱状，上粗下细，略弯曲

D．表面黄白色或绿白色（贮久色渐深），密被短柔毛



E．忍冬科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金银花呈棒状，上粗下细，略弯曲。

2022：四大根茎类型——变态茎

药材形状、表面

根状茎（多见） 节和节间明显，圆柱形、纺锤形、扁球形、不规则团块

块茎 天麻、半夏

球茎 节上有较大的膜质鳞叶，顶芽发达

鳞茎 鳞叶肉质肥厚（百合、川贝母）

1.（单选题）以下药材为块茎入药的是

A．白芍

B．黄连

C．玄参

D．天南星

E．知母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白芍为根入药；黄连为根茎入药；玄参为根入药；知母为根茎入药；天南星为

块茎入药。

2.（多选题）以下药材为鳞茎入药的是

A．川贝母

B．浙贝母

C．半夏

D．大黄

E．竹茹

【正确答案】AB

【答案解析】半夏为块茎入药；大黄为根及根茎入药；竹茹为茎秆的干燥中间层，川贝母、

浙贝母均为鳞茎入药。

3.（多选题）中药材中入药的根茎类型包括

A．根状茎



B．块茎

C．球茎

D．鳞茎

E．圆茎

【正确答案】ABCD

【答案解析】根茎类是一类变态茎，为地下茎的总称，包括根状茎、块茎、球茎及鳞茎等。

2022：地黄与玄参的鉴别

品种 来源 采收 质地 断面 气味

地黄（鲜地）新鲜块根
除去芦头、须根、

泥沙，洗净
易断

皮部淡黄白可见橘红

色油点，木部黄白

微甜、微

苦

地黄（生地）干燥块根

烘 焙 至 内 部 变

黑，八成干捏成

团块

软 韧 不

易折断

棕黄色至黑色或乌

黑，有光泽
微甜

玄参 干燥根 发汗
坚 实 不

易断
黑色，微有光泽

气特异似

焦糖

1.（单选题）地黄的来源为

A．玄参科植物地黄的新鲜或干燥块根

B．唇形科植物地黄的新鲜块根

C．玄参科植物地黄的干燥块根

D．玄参科植物地黄的新鲜或干燥根

E．唇形科植物地黄的干燥根茎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地黄为玄参科植物地黄的新鲜或干燥块根。

2.（单选题）鲜地黄的气味为

A．气微，味微甜、微苦

B．气微，味微甜

C．气微，味甜

D．气微，味淡

E．气微，味苦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鲜地黄的气味为气微，味微甜、微苦。

3．（单选题）关于地黄的性状，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鲜地黄皮部淡黄白可见橘红色油点

B．生地黄棕黄色至黑色或乌黑，有光泽

C．鲜地黄以粗壮、色红黄者为佳

D．生地黄以块大、体重、断面乌黑色者为佳

E．熟地黄易折断、断面乌黑色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熟地黄质柔软而带韧性，不易折断，断面乌黑色，有光泽。

2022：木香与川木香鉴定区别

药材 原植物及药用

部位

鉴别特征 质量判定

木香 菊 科 植 物 木

香，根

饮片呈不规则的肥厚团块状，质硬不易

折断，断面黄白色，有棕黄色油点。气

香特异，味微苦

以质坚实，香气浓，油

性大者为佳

川 木

香

菊科植物川木

香或灰毛川木

香，根

外皮脱落处可见丝瓜，根头偶有黑色发

黏的胶状物，习称“油头”。体较轻，

质硬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或黄色，

有深黄色稀疏油点及裂隙，木部宽广，

有放射状纹理；有的中心呈枯朽状。气

微香，味苦，嚼之粘牙

-

1.（单选题）外皮脱落处可见丝瓜，根头偶有黑色发黏的胶状物，断面有深黄色稀疏油点及

裂隙，木部宽广，有放射状纹理；有的中心呈枯朽状的是

A.远志

B.木香

C.川木香

D.川贝母

E.防己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川木香质硬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或黄色，有深黄色稀疏油点及裂隙，木部

宽广，有放射状纹理；有的中心呈枯朽状。气微香，味苦，嚼之粘牙。

2.（单选题）饮片呈不规则的肥厚团块状，质坚体重，断面可见棕色环和油点，气香特异的

是

A.远志

B.木香

C.川木香

D.川贝母

E.防己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木香质坚，不易折断，断面灰褐色至暗褐色，周边灰黄色或浅棕黄色，形成层

环棕色，有放射状纹理及散在的褐色点状油室。气香特异，味微苦。

3.（单选题）木香、川木香的科属来源为

A.伞形科

B.桔梗科

C.菊科

D.毛茛科

E.石竹科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木香、川木香均来源于菊科植物。

2022：山豆根与北豆根鉴定区别

鉴定项目 山豆根 北豆根

来源 豆科植物越南槐 防己科植物蝙蝠葛

入药部位 根及根茎 根茎

表面颜色 棕色至棕褐色 黄棕色至暗棕色

质地 质坚硬，难折断 质韧，不易折断

断面 皮部浅棕色，木部淡黄色 不整齐，纤维细，木部淡黄色，呈放射状排列，

中心有髓



气味 有豆腥气，味极苦 气微，味苦

1.（多选题）山豆根的来源和性状是

A.豆科植物中国槐

B.药用部分根及根茎

C.气微，味微甜

D.毛茛科植物

E.味极苦，有豆腥气

【正确答案】BE

【答案解析】山豆根来源为豆科植物越南槐的干燥根及根茎。性状鉴别：根茎呈不规则的结

节状，其下着生根数条。根呈长圆柱形。表面棕色至棕褐色。质坚硬，难以折断。味极苦，

有豆腥气。

2.（单选题）断面不整齐，纤维细，木部淡黄色，呈放射状排列，中心有髓的是

A.北豆根

B.羌活

C.川芎

D.升麻

E.当归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北豆根表面黄棕色至暗棕色，多有弯曲的细根，并可见突起的根痕和纵皱纹，

外皮易剥落。质韧，不易折断，断面不整齐，纤维细，木部淡黄色，呈放射状排列，中心有

髓。气微，味苦。

3.（单选题）北豆根药物来源正确的是

A.豆科植物蝙蝠葛

B.豆科植物越南槐

C.防己科植物越南槐

D.防己科植物蝙蝠葛

E.豆科植物越南槐和防己科植物蝙蝠葛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北豆根来源于防己科植物蝙蝠葛的根茎。



2022：大血藤与鸡血藤鉴定区别

鉴定项目 大血藤 鸡血藤

来源 木通科植物大血藤干燥藤茎 豆科植物密花豆干燥藤茎

产地 湖北、四川、江西、河南、

江苏等

广东、广西、云南

表面 粗糙，外皮常呈鳞片状剥落 栓皮灰棕色，有的可见灰白色斑块，栓皮

脱落处显红棕色

质地 质硬 质坚硬

断面 断面皮部红棕色，有数处向

内嵌入木部，木部黄白色，

有多数细孔状导管，射线呈

放射状排列

木部红棕色或棕色，导管孔多数；韧皮部

有树脂状分泌物呈红棕色至黑棕色，与木

部相间排列呈数个同心性椭圆形环或偏心

性半圆形环；髄部偏向一侧

质量 以条匀、粗如拇指者为佳 以树脂状分泌物多者为佳

1.（单选题）切面木部红棕色或棕色，导管孔多数，韧皮部与木质部相间排列呈数个同心圆

环或偏心性半圆形环的药材，髓部偏向一侧的药材是

A.鸡血藤

B.大血藤

C.降香

D.苏木

E.川木通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鸡血藤性状鉴别：药材呈椭圆形、长矩圆形或不规则的斜切片，厚 0.3～1cm。

栓皮灰棕色，有的可见灰白色的斑，栓皮脱落处显红棕色。质坚硬。切面木部红棕色或棕色，

导管孔多数；韧皮部有树脂状分泌物呈红棕色至黑棕色，与木部相间排列呈数个同心性椭圆

形环或偏心性半圆形环；髓部偏向一侧。气微，味涩。

2.（单选题）呈类椭圆形的厚片，外表皮灰棕色，切面皮部红棕色，有数处向内嵌入木部，

木部黄白色，有多数导管孔，射线呈放射状排列的饮片是

A.木通

B.大血藤



C.槲寄生

D.鸡血藤

E.桑寄生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大血藤呈类椭圆形的厚片。外表面灰棕色、粗糙。切面皮部红棕色，有数处向

内嵌入木部，木部黄白色，有多数导管孔，射线呈放射状排列。气微，味微涩。

3.（单选题）关于大血藤药材叙述正确的是

A.主要产于湖北省

B.多在秋冬两季节采收

C.该断面的特征称为金井玉栏

D.木通科植物的干燥根

E.其药材性状为纺锤形，表面粗糙

【正确答案】A B

【答案解析】大血藤主要产于湖北、四川、江西、河南、江苏等地。其在秋冬两季节采收。

其药材呈圆柱形略弯曲，表面粗糙，外皮呈鳞片状剥落，有的可见膨大的节及略凹陷枝痕或

叶痕。质硬，断面皮部红棕色，有数处向内嵌入木部，木部黄白色，射线呈放射状排列。

2022：全草类——锁阳、白花蛇舌草鉴别特征

1.锁阳

为锁阳科植物锁阳的干燥肉质茎。

鉴别特征：扁圆柱形，微弯曲。表面偶有残存的三角形黑棕色鳞片，断面浅棕色或棕褐色，

有黄色三角状维管束。

2.白花蛇舌草

为茜草科植物白花蛇舌草的干燥全草。

鉴别特征：扭曲成团状，须根纤细，叶对生易脱落，蒴果扁球形，以茎叶完整、色灰绿、带

果实者为佳。

1.（单选题）白花蛇舌草的用药部位为

A.地上部分

B.肉质茎

C.干燥全草

D.茎叶



E.草质茎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白花蛇舌草【来源】为茜草科植物白花蛇舌草的干燥全草。

2.（单选题）药材锁阳的断面和气味特征是

A.断面有点状维管束，气微，味苦回甜

B.断面有三角状维管束，气微，味苦回甜

C.断面有点状维管束，气微，味甘而涩

D.断面有三角状维管束，有特异香气，味微苦

E.断面有三角状维管束，气微，味甘而涩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锁阳断面浅棕色或棕褐色，有黄色三角状维管束。气微，味甘而涩。

3.（单选题）蒴果扁球形，顶端具 4 枚宿存的萼齿的药材是

A.紫花地丁

B.车前草

C.金钱草

D.白花蛇舌草

E.广金钱草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白花蛇舌草药材：扭缠成团状，灰绿色或灰棕色。主根 1条，须根纤细，茎细

而卷曲，具纵棱。叶对生，多破碎，极皱缩，易脱落，完整叶片线形；有托叶，长 1～2mm,

膜质，下部联合，顶端有细齿。花单生或对生于叶腋，多具梗。蒴果扁球形，顶端具 4 枚宿

存的萼齿。气微，味淡。



2022：散剂质量检查项目与要求

①粒度：用于烧伤或严重创伤的中药局部用散剂及儿科用散剂，按照《中国药典》粒度和粒

度分布测定法测定。除另有规定外，中药散剂通过六号筛的粉末重量不得少于 95%。

②外观均匀度：应色泽均匀，无花纹与花斑。

③水分：按照《中国药典》水分测定法测定，除另有规定外不得过 9.0%。

④装量差异：单剂量包装的散剂，超出装量差异限度的不得多于 2袋（瓶），并不得有 1 袋

（瓶）超出限度 1 倍。注意凡规定检查含量均匀度的化学药和生物制品散剂，一般不进行装

量差异的检查。

⑤装量：除另有规定外，多剂量包装的散剂，照最低装量检查法检查，应符合规定。

⑥无菌：用于烧伤（除Ⅰ度或浅Ⅱ度烧伤外）或严重创伤或临床必需无菌的局部用散剂，按

照《中国药典》通则无菌检查法检查，应符合规定。

⑦微生物限度：符合非无菌药品微生物限度检查法规定。凡规定进行杂菌检查的生物制品散

剂，可不进行微生物限度检查。

1.（单选题）关于散剂分类和质量要求的说法，错误的是

A．口服散剂不可以直接用水送服

B．口服散剂一般溶于或分散于水或其他液体中服用

C．专供治疗、预防和润滑皮肤的散剂也可以称为撒布剂

D．除另有规定外，中药局部用散剂通过七号筛粉末的重量不得少于 95%

E．用于烧伤治疗的非无菌制剂应在标签上注明本品为非无菌制剂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散剂按医疗用途分：可分为内服散剂和局部用散剂；内服散剂一般溶于或分散

于水或其他液体中服用，亦可直接用水送服，如：川芎茶调散等。

2.（多选题）下列对散剂质量要求正确的有

A.用于烧伤或严重创伤的外用散剂，除另有规定外，通过七号筛的粉末总量不得少于 95%

B.水分除另有规定外，不得过 9.0%

C.对微生物限度有要求

D.中药散剂要求通过七号筛粉末重量不得少于 95%

E.单剂量包装散剂应检查装量差异

【正确答案】ABCE

【答案解析】粒度：化学药局部用散剂和用于烧伤或严重创伤的中药局部用散剂及儿科用散



剂，按照《中国药典》粒度和粒度分布测定法测定，除另有规定外，中药散剂要求通过七号

筛粉末重量不得少于 95%。水分：按照《中国药典》水分测定法测定，除另有规定外不得过

9.0%。微生物限度：除另有规定外，按照《中国药典》通则非无菌药品微生物限度检查法检

查，应符合规定。装量差异：单剂量包装散剂应检查装量差异。

3.（多选题）《中国药典》对散剂的质量要求是

A.内服散剂应为细粉

B.内服散剂应为粗粉

C.外用散剂应为最细粉

D.制备含有毒性药、贵重药或药物剂量小的散剂时，应采用混合法混匀并过筛

E.散剂的质量要求散剂应干燥、疏松、混合均匀、色泽一致

【正确答案】ACE

【答案解析】散剂的质量要求散剂应干燥、疏松、混合均匀、色泽一致。制备含有毒性药、

贵重药或药物剂量小的散剂时，应采用配研法混匀并过筛。除另有规定外，内服散应为细粉；

儿科用及局部用散剂应为最细粉。

2022：丸剂的特点

优点

1.不同类型丸剂释药速度不同，按需选用

传统：缓释、长效（慢性病、调和气血）

新型：水基滴丸速释急救

2.适用药物范围广

3. 稳定性↑，刺激性↓

4. 毒性↓、不良反应↓（糊丸、蜡丸）

5.制法简便

缺点

1.某些剂量大，服用不便，不宜儿童

2.易致溶散迟缓

3.原粉入药，微生物易超标

1.（单选题）关于丸剂的优点，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不同类型丸剂释药速度不同

B．可制成丸剂的药物包括较粘稠的液体药物

C．新型水溶性基质滴丸奏效迅速，可用于急救



D．制法简便，但不可小量制备

E．可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丸剂制法简便，既可小量制备，也可工业生产。

2.（多选题）关于丸剂的缺点，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某些传统丸剂剂量大，服用不便

B．微生物不易控制

C．控制不当易导致溶散迟缓

D．只有固体药物可以制成丸剂

E．丸剂制法较为复杂

【正确答案】DE

【答案解析】固体、半固体以及黏稠性的液体药物均可制成丸剂；丸剂制备较为简单，可小

量制作也可工业生产。

3.（单选题）关于丸剂，下说法错误的是

A．蜜丸是指饮片细粉以炼蜜为黏合剂制成的丸剂

B．水蜜丸是指细粉以生蜂蜜剂制成的丸剂

C．浓缩丸包括浓缩水丸、浓缩蜜丸和浓缩水蜜丸

D．糊丸是指饮片细粉以米糊或面糊等为黏合剂制成的丸剂

E．蜡丸是指饮片以蜂蜡为黏合剂制成的丸剂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水蜜丸是指细粉以炼蜜和水为黏合剂制成的丸剂。

2022：胶囊剂囊壳常用附加剂

增塑剂：甘油、山梨醇、羧甲纤维素钠

增稠剂：琼脂

遮光剂：二氧化钛；

增光剂：十二烷基磺酸钠；

防腐剂：对羟基苯甲酸酯类，羟苯甲酯、羟苯乙酯、羟苯丙酯与羟苯丁酯等。

1.（单选题）硬胶囊壳中加入羧甲基纤维素钠的目的是

A.防止药物的氧化

B.增加胶液的胶冻力



C.防止发生霉变

D.调整胶囊剂的口感

E.增加胶囊的韧性及弹性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增塑剂，如甘油、山梨醇、羧甲基纤维素钠等，可增加囊壳的韧性与可塑性。

2.（单选题）空胶囊制备中，为保证囊壳质量需加入辅料，其琼脂是作为

A.防腐剂

B.遮光剂

C.增稠剂

D.增塑剂

E.成型材料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增稠剂：如琼脂可增加胶液的凝结力。

3.（单选题）对羟基苯甲酸酯在明胶空心胶囊中作

A.增光剂

B.防腐剂

C.遮光剂

D.增稠剂

E.增塑剂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对羟基苯甲酸酯类为常见的防腐剂，可防止胶液在制备和贮存过程中发生霉变。

2022：片剂崩解时限要求

舌下片、泡腾片：5分钟；可溶片：3 分钟；含片：10 分钟；口崩片：60 秒；药材原粉片：

30 分钟；浸膏（半浸膏）片、糖衣片、中药薄膜衣片：1小时；化药薄膜衣片：30 分钟。

1.（单选题）《中国药典》现行版一部规定，中药片剂崩解时限，正确的为

A.药材原粉片在 60min 内

B.浸膏片在 30min 内

C.口含片在 30min 内

D.半浸膏片在 30min 内

E.糖衣片在 60min 内



【正确答案】E

【答案解析】除另有规定外，药材原粉片 6 片均应在 30 分钟内全部崩解；浸膏（半浸膏）

片、糖衣片各片均应在 1 小时内全部崩解。薄膜衣片在盐酸溶液（9→1000）中检查，化药

片应在 30 分钟内全部崩解；中药片应在 1 小时内全部崩解。含片各片均应在 10 分钟内全部

崩解或溶化。舌下片各片均应在 5 分钟内全部崩解并溶化。可溶片各片均应在 3 分钟内全部

崩解并溶化。口崩片应在 60 秒内全部崩解并通过筛孔内径为 710μm 的筛网。肠溶片先在盐

酸溶液（9→1000）中检查 2 小时，每片均不得有裂缝、崩解或软化现象，再在磷酸盐缓冲

液（pH6.8）中进行检查，1 小时内应全部崩解。结肠定位肠溶片照各品种项下规定检查，

各片在盐酸溶液（9→1000）及 pH6.8 以下的磷酸盐缓冲溶液中均应不得有裂缝、崩解或转

化现象，在 pH7.5～8.0 的磷酸盐缓冲液中 1 小时内应完全崩解。泡腾片置盛有 200ml 水（水

温为 20℃±5℃）的烧杯中，有许多气泡放出，当片剂或碎片周围的气体停止逸出时，片剂

应溶解或分散在水中，无聚集的颗粒剩留，除另有规定外，各片均应在 5 分钟内崩解。

2.（单选题）除另有规定外，浸膏片崩解时限为

A.60min

B.120min

C.5min

D.15min

E.30min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崩解时限：除另有规定外，药材原粉片 6片均应在 30min 内全部崩解；浸膏（半

浸膏）片、糖衣片、薄膜衣片各片均应在 1h 内全部崩解。肠溶衣片先在盐酸溶液（9→1000）

中检查 2h，每片均不得有裂缝、崩解或软化现象；再在磷酸盐缓冲液（pH6.8）中进行检查，

1小时内应全部崩解。

3.（单选题）除另有规定外，口崩片的崩解时限为

A.60s

B.120min

C.5min

D.15min

E.30min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口崩片应在 60 秒内全部崩解并通过筛孔内径为 710μm 的筛网。

2022：片剂包衣的目的

隔绝空气，防潮避光 稳定性↑

掩盖不良气味 顺应性↑

改善外观 流动性↑、美观度↑

控制释放部位 胃溶、肠溶、缓控释，不良反应↓

隔离药物 避免配伍变化

1.（多选题）以下属于包衣片的种类的是

A．糖衣片

B．薄膜衣片

C．肠溶衣片

D．缓释衣片

E．控释衣片

【正确答案】ABCDE

【答案解析】包衣片的种类有糖衣片、（半）薄膜衣片、肠溶衣片、结肠定位肠溶衣片以及

缓释衣片、控释衣片。

2.（单选题）片剂包衣的目的不包括

A．隔绝空气

B．掩盖不良气味

C．增加美观度

D．增强药效

E．隔离药物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片剂包衣对药效并无影响，故 D 错误。

3．（多选题）关于片剂的质量要求，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外观应完整光洁

B．片芯应检查重量差异，并符合要求

C．均应符合微生物限度标准

D．薄膜包衣片应检查残留溶剂



E．规定检查含量均匀度的片剂，也应再进行重量差异检查

【正确答案】ABCD

【答案解析】凡规定检查含量均匀度的片剂，一般不再进行重量差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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