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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中药炮制学》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药学专业（专科）的一门专业

课程，是根据中医药理论，依照临床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物自身性质，以及

调剂、制剂的不同要求，将中药材制备成中药饮片所采取的一项制药技术。《中

药炮制学》是专门研究炮制技术的历史沿革、炮制理论、炮制工艺、质量标准、

临床应用及其发展方向的一门学科。其任务是在继承中药传统炮制技术和理论的

同时，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其进行研究、整理，逐步搞清炮制原理，改进炮制工

艺，制定质量标准，提高饮片质量，提高中医临床治疗效果。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达到以下要求：

1.能运用中医中药理论阐述炮制原理，明确炮制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掌握

炮制基本理论。了解炮制对药物主要成分和药性的影响；

2.掌握各类传统炮制方法和技能，以及常用中药饮片的质量规格；

3.熟悉药物炮制前后变化的一般测定方法；

4.了解历代炮制著述，能在中医中药理论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初步

从事炮制整理研究工作；

5.能辨认常用中药各种炮制品。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中药炮制学》是中药学科的一门专业课，是在学习《中医学基础》《中药

学》《方剂学》《药用植物学》以及《中药化学》等课程后进行本课程学习的。

本课程主要围绕中药饮片展开，并适当外延至上下游的中药材和中成药。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课程的重点是临床常用中药饮片的炮制方法和炮制目的，以及部分中药饮片

的炮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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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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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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如定义、

原理、重要结论、方法及特征、特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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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的内涵及外延，理解各

炮制方法的确切含义，各药的常用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能够区分不同的炮制品。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中药炮制学的基本理论，对中药炮制有关问题

进行分析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中药炮制理论，对中药炮制领域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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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论

第一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的内容，了解中药炮制学的概况，重点掌握中药炮制与中药炮

制学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中药炮制学的主要任务及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熟悉

中药炮制学科的发展历史沿革与趋势、中药炮制专著和相关法规。绪论部分是总

纲，理解和掌握本章内容对整个学习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中药炮制学和其他学科的相关性。

领会：①中药炮制学的内涵与外延。

简单应用：①中药炮制的基本概念；②中药炮制学的基本概念。

（二）中药炮制的起源与发展

识记：①中药炮制的起源。

领会：①炮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②历代炮制著述。

简单应用：①历代中药炮制专著及其特点。

（三）中药炮制的相关法规和炮制技术的保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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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中药炮制技术的保密要求。

领会：①国家级中药炮制标准。

简单应用：①省、部（局）级中药炮制标准。

三、本章重点、难点

中药炮制和中药炮制学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中药炮制的基础理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全面了解中药炮制基础理论的形成过程，对中药炮制主

要基础理论内涵和中药传统制药原则全面掌握。该章节是中药炮制学的理论基石

部分，理解和掌握本章节内容，对学习中药炮制技术和学科发展、炮制品的作用

和临床应用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炮制理论的形成

识记：①中药炮制理论的形成。

（二）中药炮制制药理论

简单应用：①制法。

综合应用：①制则。

（三）中药炮制基础理论

领会：①炮制适度理论；②中药炮制解毒理论。

简单应用：①中药炮制生熟异用理论及代表性炮制品；②中药炭药止血理论

及代表性炮制品。

综合应用：①中药炮制药性变化理论及代表性炮制品；②中药炮制辅料作用

理论。

三、本章重点、难点

中药炮制各理论的含义及代表性炮制品。

第三章 中药炮制与临床疗效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炮制对临床疗效的影响，炮制对方剂疗效、中药调剂、制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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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深刻理解中药炮制是中医临床用药的特点，炮制可调整中药药性，使其

适应辨证施治、灵活用药的需要，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和有效。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炮制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领会：①炮制对临床疗效的影响。

（二）炮制对中药药性的影响

综合应用：①炮制对中药药性的影响。

（三）炮制对方剂疗效的影响

识记：①炮制对方剂疗效的影响；

（四）炮制对制剂的影响

识记：①炮制对制剂的影响。

三、本章重点、难点

炮制对药物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归经等方面的影响及代表性炮制品。

第四章 中药炮制的目的及炮制对药物的影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应熟知中药炮制目的，比较全面的掌握炮制对药物的影

响，理解和掌握本章的内容对各论中每味药的炮制内容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炮制的目的

领会：①中药炮制的各方面目的。

综合应用：①各中药炮制目的的代表性炮制品。

（二）炮制对中药饮片化学成分的影响

识记：①炮制对含鞣质类、有机酸、油脂类中药的影响。

领会：①炮制对含树脂类、糖类成分中药的影响。

综合应用：①炮制对含生物碱、苷、挥发油、无机类成分中药的影响。

（三）炮制对中药药理的影响（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四）炮制对中药毒理的影响（本节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三、本章重点、难点

从成分变化的角度解释炮制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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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药炮制的分类和常用辅料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比较全面的了解中药炮制的各种分类方法，理解辅料对

于炮制分类的特殊意义；掌握中药炮制常用辅料的种类和作用。学习本章为考生

掌握炮制技术的科学分类，后续更好地学习辅料炮制中药的技术方法奠定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炮制的分类

识记：①药用部位分类法。

领会：①《中国药典》分类法；②五类分类法。

简单应用：①三类分类法；②工艺与辅料相结合分类法。

（二）中药炮制的辅料

识记：①各炮制辅料的来源、别称、质量要求、成分。

领会：①各炮制辅料的性能和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常用各种辅料炮制的药物。

三、本章重点、难点

常用炮制辅料的性能及使用的药物。

第六章 中药饮片生产与管理（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七章 中药饮片质量控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掌握中药饮片质量标准的主要内容，明确影响中药饮片

质量的主要因素，了解中药饮片质量溯源体系。本章内容的掌握对于实际工作中

对于饮片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饮片的质量要求

综合应用：①中药饮片的质量要求。

（二）中药饮片检验相关要求

领会：①中药饮片检验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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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药饮片的质量控制

领会：①中药饮片的质量控制。

（四）影响中药饮片质量的因素

综合应用：①影响中药饮片质量的因素。

（五）中药饮片的质量溯源

识记：①中药饮片的质量溯源。

三、本章重点、难点

中药饮片质量标准的主要内容，及中药饮片质量现代控制技术。

第八章 中药饮片包装与贮藏保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内容的学习对于实际工作中指导饮片规范化的包装管理，科学选择中药

饮片贮藏保管方法，保证饮片质量符合临床应用的要求具有重要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中药饮片包装。

识记：①中药饮片包装。

（二）中药饮片贮藏与养护

领会：①中药饮片贮藏养护方法。

综合应用：①中药饮片贮藏中的变异现象；②影响因素。

三、本章重点、难点

在掌握中药饮片贮藏中的变异现象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贮藏养

护方法

第九章 中药炮制研究（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各 论

第十章 净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净制是中药炮制的第一道工序，是药材炮制成饮片必经的基础工作。通过学

习净制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质量要求等内容，掌握各种净选加工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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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药物的炮制作用，熟悉有关药物的质量要求及净制意义，了解净制的常用

设备及产业现状。学会针对不同类型的中药和中医临床的需求选择使用不同的净

制方法和净制设备。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清除杂质

识记：①清除杂质各方法的概念和常用器具、设备。

领会：①清除杂质各方法的操作方法。

简单应用：①清除杂质各方法适用药物类型。

（二）分离和清除非药用部位

识记：①各非药用部位的概念。

领会：①分离和清除各非药用部位的方法。

综合应用：①分离和清除各非药用部位的代表药物。

三、本章重点、难点

分离和去除各非药用部位的目的。

第十一章 饮片切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饮片切制的类型、规格和适用药物，以及润药的方法和

原理；熟悉饮片切制的目的和切片原则；了解润、切、干燥的常用设备，为今后

在生产实际中能够熟练运用饮片切制的工艺技术以及开展饮片切制相关创新研

究工作奠定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切制前的软化处理

识记：①药材软化的要求。

领会：①软化原理。

综合应用：①药材的软化方法，②药材软化程度的检查方法。

（二）饮片类型及切制方法

识记：①饮片类型。

领会：①饮片类型的选择原则。

简单应用：①饮片的切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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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饮片的干燥

识记：①自然干燥法。

领会：①干燥设备。

简单应用：①人工干燥法。

三、本章重点、难点

药材切制成饮片类型的不同规格标准，以及选择原则。

第十二章 炒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炒法是中药炮制最为常用的一类炮制方法。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各种炒法的

操作要点及代表药物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质量要求，熟悉代表药物的炮制原

理研究进展，了解中药饮片炒制生产的概况，为开展炒法基础研究及生产应用升

级奠定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清炒法

识记：①槐花、栀子、苍术、马钱子、阿胶、牵牛子、酸枣仁、山楂、川楝

子、地榆、蒲黄、干姜等的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牵牛子、牛蒡子、莱菔子、芥子、酸枣仁、苍耳子、王不留行、决

明子、山楂、川楝子、槟榔、大蓟、荆芥、地榆、蒲黄、乌梅等的炮制方法、炮

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炒法的定义；②清炒的目的；③槐花、栀子、干姜等炮制方法

及炮制作用。

（二）加辅料炒法

识记：①斑蝥、白术、山药等的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枳壳、僵蚕、薏苡仁、斑蝥、党参、白术、山药、龟板、骨碎补、

鳖甲、鸡内金、水蛭等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

综合应用：①加辅料炒的目的；②苍术、马钱子、阿胶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

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各种炙法的炮制目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重点药物的炮制品、炮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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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作用、炮制机制及炮制研究概况等。

第十三章 炙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炙法是中药炮制中一类重要的炮制方法，包括酒炙、醋炙、盐炙、蜜炙、姜

炙与油炙法，根据中药的药性或临床用药要求选择不同的液体辅料以达到增效减

毒的目的。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各种炙法的炮制技术和所炮制药物的炮制作用、

质量要求，熟悉并了解炮制研究概况，为饮片的炙法炮制生产及临床应用奠定理

论和实践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酒炙法

识记：①黄连、大黄、当归等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川芎、白芍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综合应用：①炙法含义，酒炙目的要求、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辅料选择与

用量，成品规格和炮制作用；②黄连、大黄、当归等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

（二）醋炙法

识记：①柴胡、延胡索等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乳香、青皮、香附、莪术、三棱、商陆、芫花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

用。

综合应用：①醋炙目的要求、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辅料选择与用量，成品

规格和炮制作用；②柴胡、延胡索等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

（三）盐炙法

识记：①黄柏等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杜仲、车前子、知母、巴戟天、补骨脂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盐炙目的要求、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辅料选择与用量，成品

规格和炮制作用；②黄柏等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

（四）蜜炙法

识记：①黄芪、甘草、麻黄等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桑白皮、百部、百合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蜜炙目的要求、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辅料选择与用量，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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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炮制作用；②甘草、麻黄等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

（五）姜炙法

识记：①厚朴、竹茹等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竹茹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姜炙目的要求、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辅料选择与用量，成品

规格和炮制作用；②厚朴等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

（六）油炙法

识记：①淫羊藿等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淫羊藿、蛤蚧、三七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油炙目的要求、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及辅料选择与用量，成品

规格和炮制作用。

三、本章重点、难点

各种炙法的炮制目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和重点药物的炮制品、炮制方法、

炮制作用、炮制机制及炮制研究概况等。

第十四章 煅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煅法是中药炮制中一类重要的炮制方法，包括明煅、煅淬和闷煅法，主要适

用于质地坚硬的矿物类、贝壳类、动物骨骼类以及质地疏松的植物类等药物。通

过学习本章内容，掌握煅制炮制技术及所煅制药物的炮制作用、质量要求等，了

解并熟悉炮制研究概况，为饮片的煅制炮制生产及临床应用奠定理论和实践基

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明煅法

识记：①明矾等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石膏、龙骨、牡蛎、阳起石等炮制方法及注意事项、成品规格和炮

制作用。

综合应用：①明煅的含义、目的、特点、操作要点、注意事项；②白矾炮制

方法、炮制作用及注意事项。

（二）煅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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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炉甘石、自然铜等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磁石、赭石等炮制方法及注意事项、成品规格和炮制作用；辅料的

选用及用量。

综合应用：①煅淬的含义、目的、特点、操作要点、注意事项；②炉甘石、

自然铜等炮制方法、炮制作用及注意事项。

（三）扣锅煅法

识记：①血余炭等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血余炭、棕榈等炮制方法及注意事项、成品规格和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扣锅煅等三种煅法的含义、目的、特点、操作要点、注意事项；

②明煅与扣锅煅的区别。

三、本章重点、难点

三种煅法的炮制目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和重点药物的炮制品、炮制方法、

炮制作用、炮制机制及炮制研究概况等。

第十五章 蒸煮燀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蒸、煮、燀法属于水火共制的炮制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为饮片的蒸、煮、

燀炮制生产饮片和临床应用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蒸法

识记：①黄精、人参、女贞子、五味子、天麻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领会：①蒸法的含义、目的要求、操作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辅料的选择与用

量，成品规格和炮制作用。

综合应用：①何首乌、黄芩、地黄等炮制方法、炮制作用及炮制原理。

（二）煮法

识记：①川乌、远志、吴茱萸、藤黄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领会：①煮法的含义、目的要求、操作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辅料的选择与用

量，成品规格和炮制作用。

综合应用：①草乌、附子等炮制方法、炮制作用及炮制原理。

（三）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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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白扁豆等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领会：①燀法的含义、目的要求、操作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辅料的选择与用

量，成品规格和炮制作用。

综合应用：①苦杏仁等炮制方法、炮制作用及炮制原理。

三、本章重点、难点

蒸、煮、燀法的炮制目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和重点药物的炮制品、炮制

方法、炮制作用、炮制机制及炮制研究概况等。

第十六章 复制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复制法主要用于毒性药物的炮制。通过学习本章内容，掌握复制的炮制目的，

操作注意事项以及重点毒性药物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质量要求、炮制机制，

了解一般药物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为今后的临床应用和饮片生产奠定理论和

实践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识记：①天南星、半夏的炮制研究进展，白附子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领会：①复制法的含义、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辅料的选择与用量，

成品规格和炮制作用。

综合应用：①天南星、半夏炮制方法、炮制作用及注意事项。

三、本章重点、难点

复制法的概念、炮制目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和重点药物的炮制品、炮制

方法、炮制作用、炮制机制及炮制研究概况等。

第十七章 发酵及发芽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发酵发芽的炮制技术可使药物产生新的疗效，扩大药用品种，在炮制技术中

具有独特的作用。通过学习本章内容，掌握发酵法、发芽法的炮制目的、操作要

点、注意事项，主要炮制品的炮制方法和炮制作用，为今后能够很好地运用发酵、

发芽炮制技术进行炮制品的生产和临床应用奠定技术和理论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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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酵法

识记：①淡豆豉、半夏曲、红曲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领会：①发酵法的含义、目的、辅料的作用与用量。

综合应用：①发酵法的操作方法，质量要求，注意事项；②六神曲的炮制方

法、炮制作用。

（二）发芽法

识记：①稻芽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领会：①发芽法的含义、目的、辅料的作用与用量。

简单应用：①发芽法的操作方法、成品规格及注意事项；②麦芽的炮制方法、

炮制作用及注意事项。

三、本章重点、难点

发酵法和发芽法炮制目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主要药物的炮制方法、炮

制品及其质量要求、炮制作用、炮制注意事项。

第十八章 其他制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中各法炮制的药物较少，但炮制工艺特殊，属于特殊类别的炮制工艺，

一些方法炮制的药物是中医临床的常用药。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掌握本章中一

些特殊工艺的炮制方法、炮制品及其炮制作用。为今后实际临床应用和饮片生产

奠定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烘焙法

识记：①蜈蚣的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蜈蚣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烘焙法炮制方法的含义、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煨法

识记：①肉豆蔻的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肉豆蔻、木香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煨法炮制方法的含义、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三）提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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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芒硝的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芒硝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提净法炮制方法的含义、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四）水飞法

识记：①朱砂的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朱砂、雄黄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水飞法炮制方法的含义、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五）制霜法

识记：①巴豆的炮制研究进展。

领会：①巴豆、西瓜霜、信石、鹿角霜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制霜法炮制方法的含义、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六）干馏法

领会：①竹沥、蛋黄油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干馏炮制方法的含义、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七）制绒、拌衣法

领会：①灯心草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制绒法、拌衣法炮制方法的含义、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八）特殊制法

领会：①蟾酥的炮制方法及炮制作用。

简单应用：①特殊制法炮制方法的含义、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三、本章重点、难点

烘焙法、煨法、提净法、水飞法、制霜法、干馏法、制绒法、拌衣法、特殊

制法中药的炮制方法、炮制品规格及注意事项、炮制作用及重点药物的炮制机制。

第十九章 中药炮制传承与地方特色技术（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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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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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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学》（第 3 版），陆兔林、李飞主编，人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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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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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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认知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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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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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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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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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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改错题、名词解释题、

简答题、论述题。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提净法制备芒硝所用辅料是（ ）

A.萝卜 B.醋 C.酒 D.盐水

参考答案：A

二、判断改错题

1.黄芩醋制可缓和其苦寒之性，以免伤害脾阳，导致腹泻。

参考答案：错误，“醋制”改为“酒制”。

三、名词解释题

1.炒炭存性

参考答案：指药物在炒炭时只能部分炭化，未炭化部分仍应保存药物的固有气味；花、

叶、草等类药物炒炭后仍可清晰辨别药物原形。

四、简答题

1.简述炮制对含生物碱类药物的影响。

参考答案：

①净制提高生物碱成分的相对含量；

②“少泡多润”软化药材，保存生物碱含量；

③加酒、醋等辅料炮制，提高生物碱的煎出率；

④炮制使有毒生物碱含量减少或结构转化，降低毒性；

⑤对热敏感的生物碱类成分，应避免高温炮制。

五、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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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述苦杏仁的炮制方法、炮制作用及炮制原理。

参考答案：

（1）炮制方法：

①苦杏仁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用时捣碎。

②燀苦杏仁 取净苦杏仁置 10 倍量沸水中略煮，加热约 5 分钟，至种皮微膨起即捞起，

放入凉水中浸泡，取出，搓开种皮与种仁，干燥，筛去种皮。用时捣碎。

③炒苦杏仁 取燀杏仁，置预热的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至微黄色，略带焦斑，

有香气，取出，晾凉。用时捣碎。

（2）炮制作用：

①苦杏仁性微温而质润，生用有小毒，剂量过大或使用不当易中毒。长于润肺止咳，润

肠通便。多用于外感咳喘，肠燥便秘。

②燀苦杏仁可除去非药用部位，便于有效成分煎出，提高药效；并可使酶灭活，有利于

保存苦杏仁苷。苦杏仁后还可降低毒性，使用药安全，其功用与生杏仁基本一致。

③炒苦杏仁性温，长于温肺散寒，作用与生苦杏仁和燀苦杏仁相同，多用于肺寒咳喘，

久患肺喘。

（3）炮制原理：

苦杏仁生品在入汤剂煎煮前浸泡过程，及煎煮开始一段时间内的温度适合苦杏仁中的苦

杏仁酶发挥作用，导致苦杏仁苷被共存的苦杏仁酶和野樱酶水解，产生氢氰酸而逸散。苦杏

仁经加热炮制后，可以杀酶保苷，使苦杏仁苷在体内胃酸作用下，缓缓分解，产生适量的氢

氰酸，起镇咳平喘作用而不致引起中毒。苦杏仁经不同方法炮制后均可起到一定程度的杀酶

效果，其中以燀法效果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