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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mdash;&mdash;中药学（中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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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笨&rdquo;办法反而显得会更加有效。
但是，对于考生来说，这种全面、系统的&ldquo;笨&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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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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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学习得法就一定能取事半功倍的效果。
备考时掌握以下几点原则非常重要：①要掌握考试大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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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先死后活&rdquo;，先&ldquo;死记硬背&rdquo;，后&ldquo;活学活用&rdquo;
。
背什么，才能背以致用，这个就离不开&ldquo;采分点&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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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了无数心血的&ldquo;
采分点必背&rdquo;系列选题就是针对这几点而精心策划编写的。
　  根据对历年考点及考试真题的分类分析，本书共归纳&ldquo;采分点&rdquo;3000余个，并且
对&ldquo;采分点&rdquo;中做了关键词、句的标识。
　  本书涉及内容广泛，虽经全体编者精心编写、反复修改，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
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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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十部分，严格按照《中药学（中级）考试大纲》的要求编写，根据对历年考点及历年考试真
题的分类解析，进一步提炼“采分点”而成。
全书精炼、准确，必背“采分点”突出。
可使考生了解命题趋势和命题重点，以便掌握解题思路和答题技巧。
本书将考试大纲和复习指导用书融为一体，体例新颖、方便复习。
本书主要供广大参加中药学（中级）资格考试的考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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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中医基础理论　  第1单元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采分点1：中医药学理论形成
于先秦两汉时期。
而《内经》、《难经》、《神农百草经》、《伤寒杂病论》的成书，是其形成的标志。
　  &mdash;&mdash;易混淆选项：隋唐；南北朝；元明　  采分点2：《内经》首先运用了&ldquo;解
剖&rdquo;的方法，提出了解剖学的概念，并将解剖技术运用于医学研究，成为中医药学理论形成的主
要条件之一。
　  &mdash;&mdash;易混淆选项：《灵枢》；《山海经》；《难经》；《神农本草经》　  采分点3：古
代长期医疗实践用药经验的积累和反复验证，为中医药学理论和临床方药应用体系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
如《五十二病方》记载病证52种，药物247种；《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集东汉以前药物学研究和
实践经验之大成，成为中药学发展的奠基之作，并大多数为药典所收载。
　  &mdash;&mdash;易混淆选项：247种；38种；365种；一百多种；《灵枢》；《山海经》；《难经》
；《黄帝内经》　  采分点4：自《内经》、《难经》、《神农百草经》、《伤寒杂病论》为中医药学
理论体系奠定基础之后，历代医家均有发展，其中隋代的《诸病源候论》，对病源、症状及其形成机
制的探讨，达到较高水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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