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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药学（初级士）资格考试具有点多、面广、题量大、分值小的
特点。
靠着押题、扣题式的复习方法难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
相反，全面、系统的“笨”办法反而会更加有效。
但是，对于考生来说，这种全面、系统的“笨”办法又有许多难题：一方面这些考生不同于中考或高
考的学生，他们的时间很多是零散的，精力是难以集中的，往往是拿起书本，眼睛已经放在书本上几
分钟了，脑袋却还在白天各式各样的事情上，或者是复习的事情做着做着，脑袋里却出现了其他的事
情而走神；另一方面，考生的学习耐力也是有限的，长篇大论的内容往往使考生读过以后还不知所云
。
考生面对品种众多的复习资料也是目不暇接，无从选择。
这些，都说明了广大考生热切盼望着一种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出现。
　　考试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复习方法得当就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备考时掌握以下几点原则非常重要：①掌握考试大纲，认清复习重点；②重视历年考试真题，掌握命
题规律；③坚定信心，多记多做，认真备考。
学习方法也离不开“先死后活”，先“死记硬背”，后“活学活用”。
背什么，才能背以致用，这个就离不开“采分点”，正是对考试和广大考生特点的研究和总结，针对
广大考生在复习应考时所面临的困难，经过长期研究考试规律，我们精心策划编写了“采分点必背”
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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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包括10部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
制学、中药调剂学、中药药剂学和药事管理学。
本书将考试大纲和复习指导用书融为一体，并加入了编者对习题所考“采分点”的干扰项，为考生提
供了一本高效的复习自学用书。
此外，本书还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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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采分点9：“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属于正治法。
是逆其证候性质而治的一种常用治疗法则，又称逆治逆，是指采用方药的性质与疾　　病的性质相反
。
　　——易混淆选项：反治法；标本兼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采分点10：反治是顺从疾病假象
而治的一种治疗方法，又称从治。
主要有“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
　　——易混淆选项：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　　采分点11：根据病人年龄、性
别、体质、生活习惯等不同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叫做“因人制宦”。
　　——易混淆选项：治病求本；扶正祛邪　　采分点12：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点，来考虑治疗用
药的原则，即为“因时制宜”。
如“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
　　——易混淆选项：治病求本；扶正祛邪　　采分点13：正气虚邪气也不盛的虚性病证病人，应采
用的治疗方法为扶正。
　　——易混淆选项：扶正与祛邪兼用；先祛邪后扶正；先扶正后祛邪：祛邪　　采分点14：邪盛正
虚，但正气尚能耐攻病人，应采用的治疗方法为先祛邪后扶正。
　　——易混淆选项：扶正与祛邪兼用；扶正；先扶正后祛邪；祛邪　　采分点15：正虚邪盛，以正
虚不耐攻为主的病人，应采用的治疗方法为先扶正后祛邪。
　　——易混淆选项：扶正与祛邪兼用；扶正；先祛邪后扶正；祛邪　　采分点16：正虚邪盛的实性
病证病人，应采用的治疗方法为扶正中药学(初级师)采分点必背与驱邪兼用。
　　——易混淆选项：祛邪；扶正；先祛邪后扶正；先扶正后祛邪　　采分点17：塞因塞用适用于真
虚假实证。
　　——易混淆选项：湿热癃闭；实性通泻；真热假寒；真寒假热　　采分点18：通因通用适用于实
性通泻。
　　——易混淆选项：湿热癃闭；真虚假实证；真热假寒；真寒假热　　采分点19：寒因寒用适用于
真人假寒。
　　——易混淆选项：湿热癃闭；真虚假实证；实性通泻；真寒假热　　采分点20：热因热用适用于
真寒假热。
　　——易混淆选项：湿热癃闭；真虚假实证；实性通泻；真热假寒　　采分点21：老年慎泻，少年
慎补，其理论根据是因人制宜。
　　——易混淆选项：因地制宜；治病求本；祛除邪气　　采分点22：阳盛之体，慎用温热，其理论
根据是因人制宜。
　　——易混淆选项：因地制宜；治病求本；祛除邪气　　采分点23：冬季用药，慎用寒凉，其理论
根据是因时人制宜。
　　——易混淆选项：因地制宜；治病求本；祛除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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