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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医考  精于辅导 

 

江苏省事业单位考试预测考点 

预测考点一   中药配伍“七情”的含义 

 

1.相须 
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可以增强其原有疗效。如：麻黄配桂枝

，石膏配知母。 

2.相使 
性能功效有某种共性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物为主，另一种药物

为辅，能提高主药的疗效。如：黄芪（主）配茯苓（辅）以补气利水。 

3.相畏 
一种药物的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所抑制。如：半夏畏生姜（生半夏

的毒性可被生姜所抑制）。 

减轻，称之为生半夏畏生姜。 

4.相杀 

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如：生姜杀半夏（生姜

能消除生半夏的毒副作用）。 

相畏和相杀都能减少毒副作用，为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不同提法。 

5.相恶 
两种药物合用时，一种药物能破坏另一种药物的功效。如：人参恶莱菔子

（人参的功效能被莱菔子破坏）。 

6.相反 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或副作用。 

7.单行 单用一味药物治疗某种病情单一的疾病。 

 

预测考题一 

两种药物合用时，一种药物能破坏另一种药物的功效 

A.相畏 

B.相杀 

C.相反 

D.相恶 

E.相使 

【答案】D 

【解析】两种药物合用时，一种药物能破坏另一种药物的功效。属于相恶。 

 

预测考点二   中药的用药禁忌 

一、配伍禁忌 

配伍禁忌：是指药物之间有相反的关系。主要包括“十八反”、“十九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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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八反： 

速记口诀 
本草名言十八反，半蒌贝蔹芨攻乌， 

藻戟遂芫具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 

甘草反甘遂、大戟、海藻、芫花； 

乌头（川乌、附子、草乌）反贝母（川贝、浙贝）、瓜蒌（全瓜蒌、瓜蒌皮、瓜蒌热、

天花粉）、半夏、白蔹、白及； 

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苦参、细辛、芍药（赤芍、白芍）。 

（二）十九畏： 

速记口诀 

硫黄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 

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最怕密陀僧。 

巴豆性烈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顺情。 

丁香莫与郁金见，牙硝难合京三棱。 

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怕五灵脂。 

官桂善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 

大凡修合看顺逆，炮爁炙煿莫相依。 

硫黄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

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石脂，人参畏五灵脂。 

【要点提示】 

考生需注意十九畏与“七情”中的“相畏”意思不同，十九畏是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

为药物的配伍禁忌，而相畏是减弱或消除毒副作用，是可以运用的药物配伍。十九畏属于七

情配伍中的相反。 

口诀中的川乌草乌不顺犀，犀指的是犀角不是牛膝，这点也是考生比较容易弄混的，同

学们需要注意。 

二、妊娠用药禁忌 

根据药物对胎元损害的程度不同，一般分为慎用和禁用两类。 

1.妊娠禁用药：多为剧毒或性能峻猛的中药，凡禁用的中药绝对不能使用。 

《中国药典》(2015版一部)收载的妊娠禁用中药有： 

丁公藤、三棱、干漆、土鳖虫、大皂角、千金子、千金子霜、川乌、马钱子、马钱子

粉、马兜铃、天山雪莲、天仙子、天仙藤、巴豆、巴豆霜、水蛭、甘遂、朱砂、全蝎、红大

戟、红粉、芫花、两头尖、阿魏、京大戟、闹羊花、草乌、牵牛子、轻粉、洋金花、莪术、

猪牙皂、商陆、斑蝥、雄黄、黑种草子(维药)、蜈蚣、罂粟壳、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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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记口诀 

 

千金子霜千金子，马钱子粉马钱子。 

京大戟和红大戟，巴豆还有巴豆霜。 

天仙子加天仙藤，生川乌与生草乌。 

猪牙皂加大皂角，朱轻红粉洋金花。 

甘遂芫花牵商陆，棱术阿魏丁公藤。 

水蛭全蝎斑土鳖，蜈蚣雄麝闹羊花。 

漆黑种草雪莲怨，兜铃罂粟两头尖。 

 

2.妊娠慎用药：一般包括活血祛瘀、破气行滞、攻下通便、辛热及滑利类的中药，慎用

的中药虽可根据孕妇患病的情况酌情使用，但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在没有特殊需要时应尽量

避免使用，以免发生事故。 

《中国药典》(2015版一部)收载的妊娠慎用中药有：人工牛黄、三七、大黄、川牛膝、

制川乌、小驳骨、飞扬草、没药、附子、王不留行、天花粉、天南星、制天南星、天然冰片

(右旋龙脑)、木鳖子、牛黄、牛膝、片姜黄、艾片(左旋龙脑)、白附子、玄明粉、芒硝、西

红花、肉桂、华山参、冰片(合成龙脑)、红花、芦荟、苏木、牡丹皮、体外培育牛黄、皂

矾、苦楝皮、郁李仁、虎杖、金铁锁、乳香、卷柏、制草乌、草乌叶、枳壳、枳实、禹州漏

芦、禹余粮、急性子、穿山甲、桂枝、桃仁、凌霄花、益母草、通草、黄蜀葵花、常山、硫

磺、番泻叶、蒲黄、漏芦、赭石、薏苡仁、瞿麦、蟾酥。 

 

预测考题二 

下列哪些不属于“十九畏”的内容 

A.丁香畏郁金 

B.天南星畏生姜 

C.巴豆畏牵牛 

D.水银畏砒霜 

E.草乌畏犀角 

【答案】B 

【解析】十九畏内容：硫黄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

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石脂，人参畏五灵脂。 

 

预测考点三   中药共性功效对比 

一、能明目退翳的7个中药 

蝉蜕、木贼、密蒙花、谷精草、青箱子、珍珠、炉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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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 功效 

蝉蜕 疏散风热、透疹止痒、明目退翳 

木贼 疏散风热、明目退翳、止血 

密蒙花 清热养肝、明目退翳 

谷精草 疏散风热、明目退翳 

青箱子 清肝泻火、明目退翳 

珍珠 安神定惊、明目除翳、解毒敛疮、润肤祛斑 

炉甘石 明目祛翳、收湿生肌 

 

二、能安胎的9个中药 

紫苏、砂仁、黄芩、苎麻根、竹茹、桑寄生、杜仲、菟丝子 

中药 功效 主治 

紫苏 发表散寒，行气宽中，安胎，解鱼蟹毒 气滞胎动不安 

砂仁 化湿行气，温中止泻，安胎 气滞胎动不安 

黄芩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 胎热胎动不安 

苎麻根 凉血止血，清热安胎，利尿，解毒 胎热胎动不安 

竹茹 清热化痰，除烦止呕，安胎 胎热胎动不安 

桑寄生 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安胎 
肝肾虚损，冲任不固所

致胎动不安 

杜仲 补肝肾，强筋骨，安胎 肝肾亏虚之胎动不安 

菟丝子 
补阳益阴，固精缩尿，明目止泻，安

胎，生津 
肾虚胎动不安 

白术 补气健脾，燥湿利水，止汗，安胎 脾虚气弱的胎动不安 

 

三、能截疟的10个中药 

鸦胆子、草果、青蒿、槟榔、仙鹤草、何首乌、常山、雄黄、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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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 功效 

鸦胆子 清热解毒，燥湿杀虫，止痢截疟，腐蚀赘疣 

草果 燥湿温中，除痰截疟 

青蒿 退虚热，凉血，解暑，截疟 

槟榔 杀虫消积，行气利水，截疟 

仙鹤草 收敛止血，止痢，截疟，解毒，杀虫，补虚 

何首乌 补益精血，解毒，截疟，润肠通便 

常山 涌吐痰饮，截疟 

雄黄 解毒杀虫，燥湿祛痰，截疟定惊 

铅丹 外用拔毒止痒，敛疮生肌；内服坠痰镇惊，攻毒截疟 

 

四、能止呕的11个中药 

生姜、白豆蔻、草豆蔻、高良姜、沉香、半夏、枇杷叶、旋覆花、芦根、竹茹、广藿香 

中药 功效 

生姜 发汗解表，温中止呕，温肺止咳 

白豆蔻 化湿行气，温中止呕 

草豆蔻 燥湿行气，温中止呕 

高良姜 散寒止痛，温中止呕 

沉香 行气止痛，温中止呕，温肾纳气 

半夏 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 

枇杷叶 清肺止咳，降逆止呕 

旋覆花 消痰行水，降气止呕 

芦根 清热生津，除烦止呕，利尿 

竹茹 清热化痰，除烦止呕，安胎 

广藿香 化湿，止呕，发表解暑 

 



6 

                                          专注医考  精于辅导 

 

五、能疏肝的12个中药 

吴茱萸、柴胡、薄荷、麦芽、青皮、香附、梅花、月季花、蒺藜、木蝴蝶、佛手、香

橼。 

中药 功效 

吴茱萸 散寒止痛，疏肝下气，燥湿止泻。 

柴胡 解表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 

薄荷 宣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疏肝。 

麦芽 消食和中，回乳，疏肝。 

青皮 疏肝破气，消积化滞。 

香附 疏肝理气，调经止痛。 

梅花 疏肝解郁，和中，化痰。 

月季花 活血调经，疏肝解郁。 

蒺藜 平肝，疏肝，祛风明目，散风止痒。 

木蝴蝶 清肺利咽，疏肝和胃。 

佛手 疏肝理气，和中，化痰。 

香橼 疏肝理气，和中化痰。 

 

预测考题三 

具有行气止痛、温中止呕、温肾纳气功效的中药是 

A.藿香 

B.芦根 

C.半夏 

D.沉香 

E.砂仁 

【答案】D 

【解析】藿香化湿止呕，芦根除烦止呕，半夏降逆止呕，沉香温中止呕，砂仁没有止呕

的功效。 

 

预测考点四   常用的产地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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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拣、洗：将采收的新鲜药材除去泥沙杂质和非药用部分，但具芳香气味或含多量黏液

质的药材一般不用水洗，如薄荷、细辛、木香、车前子、葶苈子等。 

2.切片：较大的根及根茎类、坚硬的藤木类和肉质的果实类药材有的趁鲜切成块、片，

以利干燥。但对具挥发性成分和有效成分易氧化的则不宜切成薄片干燥，如当归、川芎等。 

3.蒸、煮、烫：含浆汁、淀粉或糖分多的药材，用一般方法不易干燥，须先经蒸、煮或

烫的处理，则易于燥，同时使一些药材中的酶失去活力，不致分解药材的有效成分。但加热

时间的长短不等，视药材的性质而定，如白芍煮至透心，天麻、红参蒸至透心，太子参置沸

水中略烫，桑螵蛸、五倍子蒸至杀死虫卵或蚜虫。 

4.熏硫：有些药材为使色泽洁白，防止霉烂，常在干燥前后用硫黄熏制，如山药、白

芷、川贝母等。《中国药典》已不使用该加工方法。 

5.发汗：有些药材在加工过程中为了促使变色，增强气味或减小刺激性，有利于干燥，

常将药材堆积放置，使其发热、“回潮”，内部水分向外挥散，这种方法称为“发汗”，如

厚朴、杜仲、玄参、续断、茯苓等。 

6.揉搓：有些药材在干燥过程中皮、肉易分离而使药材质地松泡，在干燥过程中要时时

揉搓，使皮、肉紧贴，达到油润、饱满、柔软或半透明等目的。如玉竹、党参、三七等。 

7.干燥：目的是除去新鲜药材中大量水分，避免发霉、变色、虫蛀以及有效成分的分解

和破坏，保证药材质量，利于贮藏。传统的干燥方法有晒干、阴干或晾干、烘干等 

 

预测考题四 

产地加工时需经过发汗处理的药材不包括 

A.厚朴 

B.茯苓 

C.白芍 

D.玄参 

E.续断 

【答案】C 

【解析】需发汗处理的药材有：厚朴、杜仲、玄参、续断、茯苓。白芍的处理方法为煮

至透心。 

 

预测考点五   药材水试、火试特征 

一、药材水试特征  

药材 特征 

西红花 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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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皮 碧蓝色荧光 

苏木 桃红色 

葶苈子、车前子 膨胀、黏滑 

小通草 黏性 

哈蟆油 膨胀度不低于 55 

熊胆粉 旋转，黄色线状下沉短时间不扩散 

 

二、药材火试特征  

药材 特征 

降香 香气浓烈，有油状物流出，灰烬白色 

海金沙 爆鸣且闪光 

青黛 紫红色烟雾 

 

预测题五 

取本品浸水中，可见橙黄色成直线下降，并逐渐扩散，水被染成黄色的药材是 

A.红花 

B.西红花 

C.牛黄 

D.黄芩 

E.海金沙 

【答案】B 

【解析】取西红花浸水中，可见橙黄色成直线下降，并逐渐扩散，水被染成黄色，无沉

淀。柱头呈喇叭状，有短缝；在短时间内，用针拨之不破碎。 

 

预测考点六   果实及种子类中药易混淆总结 

果实入药的中药 

地肤子、五味子、南五味子、山楂、金樱子、补骨脂、巴豆、

小茴香、蛇床子、连翘、女贞子、枸杞子、栀子、瓜蒌、牛蒡

子、鹤虱、砂仁、草果、豆蔻、益智 

近成熟果实入药的中药 木瓜、乌梅、吴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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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熟果实入药的中药 枳壳 

成熟果肉入药的中药 山茱萸 

成熟种子入药的中药 
葶苈子、苦杏仁、桃仁、沙苑子、决明子、酸枣仁、马钱子、

菟丝子、牵牛子、槟榔 

种仁入药的中药 薏苡仁 

名称有“子”，却非种子的

果实类中药 
牛蒡子、栀子、女贞子、金樱子、蛇床子、枸杞子、五味子 

 

预测考题六 

枳壳的入药部位为 

A.外层果皮 

B.近成熟种子 

C.成熟种子 

D.未成熟果实 

E.种仁 

【答案】D 

【解析】枳壳为芸香科植物酸橙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未成熟果实。故本题答案为D。 

 

预测考点七   药材的科属来源 

1.菊科：（口诀）菊香苍白茵款冬，川北公牛青紫红。 

菊花、木香、苍术、白术、茵陈、款冬花、川木香、北鹤虱、蒲公英、牛蒡子、青蒿、

紫菀、红花。 

2.豆科：（口诀）黄沙草豆苦明花，苏葛降番血骨茶。  

黄芪、沙苑子、甘草、金钱草、山豆根、苦参、决明子、槐花、苏木、葛根、降香、番

泻叶、鸡血藤、补骨脂、儿茶。 

3.伞形科：（口诀）伞北回归南蛇风，两活二胡芷藁芎。 

北沙参、小茴香、当归、南鹤虱、蛇床子、防风、羌活、独活、前胡、柴胡、白芷、藁

本、川芎。 

4.唇形科：（口诀）唇形黄芩薄荷广，半荆苏丹益母香。  

黄芩、薄荷、广藿香、半枝莲、荆芥、苏叶、丹参、益母草、香薷。 

5.毛茛科：（口诀）毛茛通威升麻丹，二乌附子白赤连。 

川木通、威灵仙、升麻、丹皮、草乌、川乌、附子、白芍、赤芍、黄连。 

6.百合科：（口诀）百合玉楼藏黄精，三母二冬土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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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玉竹、重楼、黄精、川贝母、浙贝母、知母、天冬、麦冬、土茯苓。 

7.石竹科桔梗科：（口诀）石竹银柴太子参，桔梗党参南沙参。 

石竹科有银柴胡、太子参；桔梗科有桔梗、党参、南沙参。 

8.姜科与茄科：（口诀）姜黄益郁术豆砂，茄科枸骨洋金花。 

姜科：姜黄、益智仁、郁金、莪术、豆蔻、砂仁。 

茄科：枸杞、地骨皮、洋金花。 

9.芸香科与蓼科：（口诀）芸香鲜壳黄吴茱，蓼青大黄杖首乌。 

芸香科：白鲜皮、枳壳、黄柏、吴茱萸。 

蓼科：蓼大青叶、大黄、虎杖、何首乌。 

 

预测考题七 

大黄的原植物科名是 

A.芸香科 

B.蓼科 

C.菊科 

D.豆科 

E.五加科 

【答案】B 

【解析】大黄为蓼科植物掌叶大黄、唐古特大黄或药用大黄的干燥根及根茎。 

 

预测考点八   重点药材性状鉴别总结 

大黄 星点 

何首乌 云锦状花纹 

商陆 罗盘纹 

银柴胡 珍珠盘、砂眼 

赤芍 糟皮粉渣 

黄连 过桥 

防己 车轮纹 

人参 芦头、芦碗、艼、珍珠点 

白芷 疙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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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 归头、归身、归尾 

茅苍术 朱砂点、起霜 

防风 蚯蚓头、菊花心 

党参 狮子盘头 

川木香 油头 

三七 
铜皮铁骨、主根习称“三七”，支根习称“筋条”，根茎习

称“剪口”，须根习称“绒根”。 

防风 蚯蚓头、菊花心 

巴戟天 皮部横向断离露出木部 

天麻 鹦哥嘴、芝麻点、凹肚脐 

苍术 朱砂点、起霜 

龙胆 筋脉点 

川贝母 松贝——怀中抱月、青贝、炉贝 

浙贝母 珠贝、大贝 

鸡血藤 偏心性半圆形环 

牡丹皮 发亮的结晶 

杜仲 断面有细密、银白色、富弹性的橡胶丝相连 

辛夷 毛笔头 

丁香 研棒状 

款冬花 连三朵 

五味子 白霜、肾形 

苦杏仁 偏心形 

决明子 呈“S”形折曲并重叠 

补骨脂 肾形、具细微网状皱纹 

吴茱萸 五角状扁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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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豆 一般具三棱，破开果壳，可见3室，每室含种子1粒。 

小茴香 双悬果 

马钱子 纽扣状圆板形 

牵牛子 橘瓣状 

栀子 具6条翅状纵棱，棱间常有1条明显的纵脉纹。 

槟榔 大理石样花纹 

冬虫夏草 足8对，中部4对较明显 

地龙 白颈 

僵蚕 亮棕色或亮黑色的丝腺环4个，俗称亮圈 

海马 马头、蛇尾、瓦楞身 

鹿茸 

花鹿茸：具一个分枝者习称“二杠”；具二个分枝者习称

“三岔 

马鹿茸：侧枝一个者习称“单门”，二个者习称“莲花”，

三个者习称“三岔”，四个者习称“四岔” 

牛黄 乌金衣 

羚羊角 通天眼 

麝香 

毛壳麝香：内含颗粒状及粉末状的麝香仁和少量细毛及脱落

的内层皮膜，习称“银皮” 

麝香仁野生品：呈不规则圆球形或颗粒状者习称“当门子” 

蕲蛇 方胜纹、连珠斑、佛指甲 

 

预测考题八 

“当门子”是指 

A.呈圆形或颗粒状的野生麝香仁 

B.毛壳开口处的麝香 

C.毛壳麝香中间的核 

D.毛壳麝香中外层麝香 

【答案】A 

【解析】麝香仁野生品：质软，油润，疏松；其中呈不规则圆球形或颗粒状者习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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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子”。 

 

预测考点九   五脏的生理功能 

（一）心 

“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为神之居，血之主，脉之宗”。 

1.心主血脉：（1）推动血液在脉管内运行；（2）血液的生成。 

2.心主神明，“心藏神”：主宰生命活动和精神活动。 

（二）肺 

“华盖”“娇脏”“肺为水之上源”“肺主行水”。 

1.肺主气，司呼吸：“诸气者，皆属于肺”。 

2.肺主宣发/肃降 

表  肺的宣发肃降 

宣发 肃降 

呼出浊气 吸入清气 

津液、水谷精微布散皮毛 水谷精微布散脏腑 

排汗 肃清呼吸道 

 

3.肺主通调水道：对津液代谢的疏通和调节作用。 

（1）肺气宣发：津液与水谷精微布散周身，排汗； 

（2）肺气肃降：水液下输于肾，生成尿液。 

4.肺朝百脉，主治节： 

（1）肺朝百脉，即全身的血液，汇聚于肺，依赖肺气作用合成宗气，助心行血。 

（2）肺主治节，“治节”，即“治理调节”（调节呼吸、气生成运行、血液运行、津液代

谢），肺主治节是对肺的主要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 

（三）脾 

“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1.脾主运化：水谷精微，水液。 

2.脾主统血：统摄、控制血液，使其循行于脉内，机理为气对血液的固摄作用。 

（四）肝 

“刚脏”“肝为血海”。 

1.肝主疏泄：中心环节是调节全身气机。体现在： 

（1）调节情志：“肝喜条达而恶抑郁”。 

（2）促进消化吸收：脾升胃降、胆汁生成与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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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血液运行和津液代谢：气机升降维持血行通畅，津液代谢。 

2.肝主藏血：贮藏血液、调节血量和防止出血。 

（五）肾 

“腰为肾之府”“肾为先天之本”“肾为脏腑阴阳之本” 

1.肾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 

（1）肾藏精的生理效应：肾藏精，主生长、发育；主生殖；肾精能化生“天癸”，所谓

“天癸”就是肾精所产生的的促进人体生殖器官发育成熟和维持人体生殖功能作用的精微物

质。 

（2）肾中阴阳为各脏阴阳之根本： 

肾气→肾阴（又称“元阴”、“真阴”），肾阳（又称“元阳”、“真阳”）。 

2.肾主水：即肾的气化作用，依赖肾阳和肾气。 

3.肾主纳气：肺主呼吸，肾主纳气。 

 

预测考题九 

“肺主治节”指 

A.主呼吸之气 

B.主宣发肃降 

C.肺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 

D.调节水液 

E.协助心调节全身血液 

【答案】C 

【解析】肺主治节，“治节”，即“治理调节”（调节呼吸、气生成运行、血液运行、

津液代谢），肺主治节是对肺的主要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 

 

预测考点十   五行的生克 

1.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2.五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预测考题十 

根据五行相生关系，与金有“生我”关系的是 

A.金 

B.木 

C.水 

D.火 

E.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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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E 

【解析】土生金，故本题答案为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