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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一、总论
1 何谓中药？
何谓中药学？
何谓本草学？

2 本草学在汉、唐、宋、明、清有何代表性著作？
作者何人？

载药多少？
各有何特色？

3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人们对医药的探索从何着手？
对后世
本草学兴起有无影响？

4 何谓药性？
何谓药性理论？

5 什么是中药的性能？

6 什么是中药治病的基本作用？

7 何谓中药的四性（或四气）？
为什么又叫四气？

8 四气有何作用？
中医基本的用药规律是什么？

9 何谓中药的五味？
辛味有何作用？
如何理解甘能缓和？

10 苦味药既能坚阴，又能伤阴，其理由何在？

11 性与味之间有何内在的联系？
性味组合说明了什么问题？

12 四气与五味是怎样论定的？

13 何谓升降浮沉？
它与四气、五味以及药物质地轻重有何
联系？

14 李时珍说：“升降在物亦在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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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怎样理解？

15 试举例说明药物作用趋向的“二向性
16 何谓归经？
为什么要重视归经？

17 中药的归经是怎样论定的？

18 何谓中药的“毒性”？
认识中药的毒性有何临床意义？

19 试举例说明中药的“补”、“泻”概念
20 掌握中药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有何临床意义？

21 试用中药学性能的基本理论，说明、分析厚朴的功效与
主治？

22 试用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并联系中医学基础理论分析、说
明桂枝的功效与主治
23 何谓配伍？
使用中药为什么要配伍？

24 临证如何掌握配伍应用？

25 何谓“七情”？
药物“七情”包括哪些内容？
并举例说明之
26 中药“七情”配伍中的“相畏”与“十九畏”的含义有何不
同？

27 中药“七情”配伍中的“相使”和方剂组成原则中的“使药”
含义有何不同？

28 用药禁忌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并解释其含义
29 妇女妊娠为何要忌破血、活血及毒性之品？

30 何谓用量？
中药用量与药效有何关系？

31 临证如何掌握中药的剂量？

32 临证怎样掌握服药方法、服药时间及服药剂量？

33 中药入汤剂时，常有哪些特殊的煎煮法？

34 扼要解释下列每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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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国第一部炮炙专著何名？
作者何人？
对炮制工作者有无
指导意义？

36 何谓炮制？
炮制的目的有哪些？
并举例说明之
37 何谓炮制学？
炮制学与其他学科有何联系？

38 试述炮制与药性的关系
39 常用的炮制方法大致可分为几类？
各类包括哪些主要方
法？

40 简述水飞、炙、煅、淬、漳的含义，并举例说明之
41 何谓“道地药材”？
中药的产地与药效有何关系？

42 植物药材常用入药部分有哪些？
各药用部分何时采集最
宜？

二、解表药
43 试述解表药的作用、适应证及配伍应用
44 解表药有何特点？
并述其治病机理
45 解表药常分为几类？
其性能特点有何不同？

46 解表与解肌的含义有何区别？
试举例说明之
47 使用解表药时应注意些什么？

48 试述麻黄的作用机理
49 古有“有汗不得用麻黄”一说，应如何理解？

50 关于“麻黄去节”及“麻黄先前去上沫”的说法，有无实际
意义？

51 桂枝能调和营卫的说法是否正确？
所谓桂枝“无汗能发
有汗能止”其义何在？

52 麻黄与桂枝都能用于水肿之证，其作用机理及适应证有
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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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如何理解桂枝温经通阳的作用？

54 防风有何特点？
荆芥有何善长？

55 对“桂枝下咽，阳盛则弊”，你是如何认识的？

56 临证使用麻黄有何原则？

57 麻黄与桂枝；荆芥与防风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58 白芷、羌活与藁本功用有何共性与个性？

59 为什么香薷有“夏月麻黄”之称？

60 生姜何以有“呕家圣药”之称？

61 为什么说防风为“风药中之润剂”？

62 辛夷与苍耳子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63 紫苏、生姜、香薷功效、主治有何共性与个性？

64 薄荷、牛蒡子、蝉蜕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65 牛蒡子能升能降，为表里双解之品，此说是否正确？

66 柴胡、葛根、升麻都能升举阳气，其机理有何不同？

67 淡豆豉的炮制方法对其药性有何影响？

68 试比较羌活、白芷、藁本、蔓荆子、白菊花功效、主治的同
中之异
69 防风与蝉蜕均能发散表邪、祛风止痒，二者的效用有何不
同？

70 何谓宣毒透疹？
何谓祛风通痹？
并举例说明之
71 李时珍曰：“荆芥，风病、血病、疮病为要药。
”应如何理解？

72 试述葛根的特点及临床运用
73 桑叶与菊花；柴胡、升麻与葛根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74 薄荷有何作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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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如何配伍应用？

75 为什么说柴胡为升发疏利之品？

三、清热药
76 何谓清热药？
清热药有何作用与适应证？

77 清热药常分为几类？
各类有何功效与适应证？

78 临证如何应用清热药？

79 使用清热药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80 各类清热药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81 石膏有何作用特点？
临证常用于哪些病证？

82 用石膏治疗肺热咳喘，为何配伍温性的麻黄？
用麻黄平
喘，又为何常配伍杏仁？

83 石膏与知母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84 栀子有何特点？
临证常用于哪些病证？

85 芦根、淡竹叶、天花粉有何共性与个性？

86 夏枯草有何作用特点？
常用于哪些病证？

87 临证怎样区别应用竹叶、竹叶卷心、淡竹叶三种药？

88 为何夏枯草是治瘿瘤、瘰疬之要药？
用于治目疾与决明
子、密蒙花有何不同？

89 黄连有何作用特点？
它与胡黄连的功效有何异同？

90 黄芩、黄连、黄柏的功效与主治有何异同？

91 你对黄芩治上焦、黄连治中焦、黄柏治下焦是如何理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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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龙胆草有何特点？
它与黄柏在功效、主治方面有何异同？

93 左金丸清肝火，方中为何用黄连而不用龙胆草？

94 石膏与黄连的功效与主治有何异同？

95 治下焦湿热诸症，为何常选用龙胆草、黄柏、苦参、白鲜皮
之类药物？

96 知母分别与石膏、黄柏、贝母伍用，取其何意？

97 犀角有何特点？
临证常用于哪些病证？

98 紫草有何特长？
临床常用于哪些病证？

99 丹皮有哪些善长？
它与黄柏有何共同之处？

100 桂枝与丹皮各有何特点？
两者皆能通血脉中之壅滞，其
适应证有何不同？

101 生地与玄参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102 丹皮与赤芍的功用有何异同？

103 犀角与石膏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104 地骨皮与牡丹皮都能清虚热，其主治有何不同？
为什
么？

105 金银花与连翘相须为用，是否可用于温病各阶段？
为什
么？

106 紫花地丁、蒲公英、鱼腥草、败酱草治疮痈有何不同？
举
例说明之
107 大青叶、板蓝根、青黛同出一源，皆能清热解毒，三药
有何不同点？

108银柴胡与北柴胡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药学题解>>

109 犀角、牛黄功效与适应证有何异同？

110蚤休、土茯苓功用有何异同？

111青蒿有何善长？
适用于哪些病证？

112 地骨皮与银柴胡的功用有何异同？

113 青蒿与柴胡均入肝胆经，皆可用治疟疾、寒热往来等证，
二者有何不同之点？

114 山豆根、射干、马勃的功用有何异同？

115 分别指出马齿苋、白头翁、鸦胆子治痢疾的主要特点？

116 薄荷、生石膏、生地、龙胆草、黄柏、银柴胡都能清热
各清何种热？

117 试述石膏、青黛、穿心莲、牛黄、鸦胆子的用量用法
特点
四、泻下药
118 何谓泻下药？
试述其作用与适应证
119 临证如何运用泻下药？
使用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120 泻下药常可分为几类？
各类药有何主要作用与适应
证？

121 大黄有何特点？
临床常用于哪些病证？

122 大黄的炮制品有哪些？
临床应怎样选择使用？

123 大黄与芒硝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124 芒硝有何特点？
其与大黄相须为用有何意义？

125 何谓“釜底抽薪”？
试以大黄为例说明
126 大承气汤、温脾汤中均用大黄，其意义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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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热痢初起，为何可用大黄？

128 《神农本草经》记载大黄能“安和五脏”，应怎样理解？

129 巴豆有何特点？
临床主要用于哪些病证？

130 大黄与巴豆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131 甘遂、大戟、芜花、续随子功效与主治有何异同？

132 番泻叶与芦荟的功用有何异同？

133 牵牛子与商陆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134 试述大黄、芒硝、番泻叶、甘遂、巴豆、牵牛子用量、用法
的特点
五、祛风湿药
135 何谓祛风湿药？
试述其作用与适应证
136 祛风湿药与辛温解表药的功效、适应证有何异同？

137 使用祛风湿药时，为何常与养血活血药配伍？

138 祛风湿药常分为几类？
各类有何作用特点？

139 临床如何应用祛风湿药？

140 试述独活的特点及临床运用
141 独活与羌活功效、主治有何共性与个性？

142 秦艽有何特点？
临床如何应用？

143 何谓搜风？
并举例说明之
144 五加皮有南五加、北五加之分，两者有何区别？

145 试比较防己与防风效用之异同
146 木防己与汉防己是否为同科植物？
二者功效、主治有何
异同？

147 木瓜有何特点？
临床如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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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木瓜用治吐泻转筋的机理何在？

149 试述五加皮、桑寄生、虎骨在效用上的共性与个性
150 为什么说白花蛇为治风病之要药？

151 试述白花蛇的品种及用量用法特点
152 祛风湿药何以酒剂或丸散剂为常用？

六、芳香化湿药
153 何谓芳香化湿药？
试述其作用与适应证
154 临证如何应用芳香化湿药？

155 苍术与黄连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156 苍术有何特点？
临床如何应用？

157 厚朴有何特点？
临床常用于哪些病证？

158 藿香、生姜、黄连皆能止呕，临证如何区别应用？

159 藿香与佩兰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160 试比较苍术与厚朴；砂仁与白豆蔻功效、主治之异同
161 二妙散主治湿热病证，方中为何选用苦温之苍术？

七、利水渗湿药
162 何谓利水渗湿药？
本类药驱除水湿的主要途径及主治病
证是什么？

163 利水渗湿药、祛风湿药、清热燥湿药、峻下逐水药、芳
香化湿药的作用与适应证有何不同？

164 如何理解淡能渗泄的作用？
并举例说明之
165 为什么说茯苓为渗湿健脾之要药？

166 茯苓分别与猪苓、阿胶、桂枝、朱砂、半夏配伍的意义何
在？

167 茯苓、猪苓、泽泻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168 获苓分为白茯苓、赤获苓、茯神、获苓皮四部分，临证如
何区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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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瓜蒂、常山、藜芦皆能涌吐，临证怎样区别应用？

二十一、外用药及其他
415 何谓外用药？
本类药有何特点？

416 试述外用药的作用与适应证
417 使用外用药应注意些什么？

418 试述砒石的功效与适应证
419 硫黄与蛇床子的功用有何异同？

420 明矾与皂矾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421 蛇床子与大风子的功用有何异同？

422 蟾酥与马钱子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423 炉甘石与硼砂的功用有何异同？

424 轻粉与铅丹功用的异同点是什么？

425 硫黄与雄黄的功效、主治有何异同？

426 血竭与孩儿茶功用的异同点是什么？

427 瓦楞子与海藻、昆布的功用有何异同？

428 斑蝥与露蜂房的功用有何异同？

429 试述硫黄、雄黄、砒石、轻粉、升药、铅丹、炉甘石、硼砂、
皂矾、斑蝥、马钱子、大风子的用量用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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