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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已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事部审定予以公布。
为了适应新版大纲变化的需要，适应国家执业药师考试的需要，满足广大应试人员的需求，我们组织
了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与新版大纲相配套的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
    本套应试指南包括了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所有科目，分药学和中药学两类，共7册，每一类有4
册。
药学类包括：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类、中药学类共用)、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药学专业知识(一)(包
括药理学部分和药物分析部分)、药学专业知识(二)  (包括药剂学部分和药物化学部分)；中药学类包括
：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类、中药学类共用)、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中药学专业知识(一)  (含中药学
部分和中药药剂学部分)、中药学专业知识(二)(含中药鉴定学部分和中药化学部分)。
    本套书的内容紧扣2007年版考试大纲，力求反映考试大纲所有考试要点，有较强的指导性和适用性
，既是应试人员复习备考和各单位开展考前培训的必备用书，也可供高等医药院校师生和医药专业技
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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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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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　    一、考证和整理中药品种，发掘祖国药学遗产　    二、鉴定中药的真伪优劣，确保中药质
量　    三、研究和制定中药规范化质量标准　    四、寻找和扩大新药源　第二章　中药鉴定学的发展
史　　第一节　古代中药鉴定知识与本草　　第二节　现代中药鉴定学的发展　    一、中医学院的建
立和中药鉴定学的诞生　    二、中药管理、科研机构的建立和国家药品标准的颁布　    三、中药鉴定
研究方法和技术不断提高　第三章　中药的产地、采收与产地加工　　第一节　中药的产地　    一、
产地与中药质量的关系　    二、道地药材　　第二节　中药的采收　    一、采收与中药质量、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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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加工的目的　    二、常用的产地加工方法　第四章　中药的鉴定　  第一节　中药鉴定的依据　
   一、国家药品标准　    二、地方药品标准　  第二节　中药检验工作的一般程序　    一、中药检验的
分类　    二、中药检验工作的一般程序　　第三节  《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与药材鉴定相关内容简
介　    一、凡例　    二、附录　    三、《中国药典》药材质量标准的基奉内容和要求　　第四节　中
药鉴定的方法　　  一、来源鉴定法　　  二、性状鉴定法　　  三、显微鉴定法　　  四、理化鉴定法
　　  五、其他鉴定技术简介各  论  植物药　　第五章　根及根茎类中药　　　第一节　根类中药的鉴
定　　    一、性状鉴定　　    二、显微鉴定　　  第二节　根茎类中药的鉴定　　    一、性状鉴定　　  
 二、显微鉴定　　　第三节　常用根及根茎类中药　　　  狗脊　　    绵马贯众　　    细辛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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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乌    　　    草乌    　　    附子　　    白芍　　　　⋯⋯　　第六章　茎木类中药　　第七章　
皮类中药　　第八章　叶类中药　　第九章　花类中药　　第十章　果实及种子类中药　　第十一章
　全草类中药　　第十二章　藻、菌、地衣类中药　　第十三章　树脂类中药　　第十四章　其他类
中药　动物药　　第十五章　动物类中药　矿物药　　第十六章　矿物类中药中药名索引主要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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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　论　　第二章　中药鉴定学的发展史　　第一节　古代中药鉴定知识与本草　　中药鉴定知
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我国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尝试，、并学会运用眼、耳、鼻、舌、手等感官来识别
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形、色、质地和气味，从而鉴别出哪些可供药用，哪些不可供药用及有
毒、无毒等，逐渐形成了“药”的感性知识。
在无文字时代，这些药物知识凭借师承口传丰富起来，它是本草学的基础。
在文字产生以后，就有了关于药物的记载，古代记载药物知识的专著称为“本草”。
从秦、汉到清代，本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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