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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4年3月15日我国开始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属于职业准入性考试，经考试并成绩合格者，国家发给执业药师资格证书，表明具
备执业药师的学识、技术和能力。
本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沈阳药科大学从1996年起开办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考前培训，积累了丰富的考前培训经验，对考试内容
、考试要求、考题特点等具有很好的把握和了解，考生通过培训极大地提高了考试一次通过率。
为了帮助广大参加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人员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应试内容，顺利通过考试，沈阳
药科大学在国内率先组织编写了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考前辅导丛书和全真模拟试卷：①药事管理与法规
（药学、中药学共用）；②药学专业知识（一）；③药学专业知识（二）；④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⑤中药学专业知识（一）；⑥中药学专业知识（二）；⑦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考前辅导丛书紧扣最新版执业药师考试大纲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编写的
《应试指南》，提炼考试要点，对教材内容予以高度的概括、浓缩，对重要知识点详细讲解，对难点
、疑点辅以分析性的说明文字。
指导考生抓住重点，帮助考生减少复习盲目性。
在章节辅导的基础上，辅之章后练习题，帮助考生掌握考点，加深记忆。
各部分后均附上1套全真模拟试卷帮助考生熟悉考试题型，了解考试过程。
全真模拟试卷系列是“考前辅导丛书”的配套练习卷，每个部分由5套卷组成，题型、题量及知识点
的分配比例与真实考试相似，系统练习了大纲考点，对需要掌握的重点知识和关键考点起到增进记忆
、熟练解答的作用，是考前冲刺的重要用书。
全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能帮助考生更好地理解、掌握、记忆教材内容，使应试者在有限的时间内
，有的放矢，抓住重点，明确要点和考点。
希望本套系列用书能为目前执业药师应试者复习节省时间，提高考试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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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含部队)推荐辅导用书:中药学专业知识2(第2版)(2013)》分为中药鉴定学和中
药化学两个部分，书中对“大纲”要求的重点用波浪线标出，需要记忆的知识点以黑体字表示，提醒
考生深入阅读；章后附有经典试题，帮助考生熟悉相关考点和复习方向。
两个部分后均各附有一套高仿真模拟试卷，通过试题联系提高考生对考点知识的熟练程度，把握考试
的出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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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有效成分含量有显著高峰期，而此高峰期前后药用部分产量变化不显著者，有效成分
含量高峰期是其最适宜采收期。
如三颗针的根在营养期与开花期小檗碱含量差异不大，但在落果期小檗碱含量增加一倍以上，故三颗
针的根的适宜采收期应为落果期；芍药根中芍药苷含量以休眠期最高，果熟期最低，其适宜采收期应
在休眠期。
同一种药用植物有效成分含量的高峰期常因产地不同而有所差异，故其最佳采收期也有所不同。
如麻黄适宜采收期在赤峰为8月，在大同为9月：黄芪的适宜采收期在佳木斯为9月初，在山西为9月
底10月初。
 （3）有效成分含量无显著变化，药材产量的高峰期应是其最适宜采收期。
 （4）有效成分含量高峰期与产量高峰期不一致时，单位面积有效成分总含量最高时期即为适宜采收
期。
如薄荷，挥发油为其主要有效部位，薄荷在花蕾期挥发油含量最高，而薄荷的挥发油主要存在于叶中
，叶的产量高峰在花后期，其挥发油含量高峰期与叶产量高峰期不一致。
人参中皂苷的积累随人参栽培年限的增加而逐渐增加，至4年生含量达到次高（4.8％），以后两年增
加较慢或略有下降，6年生者在秋季药材产量和人参皂苷总含量均较高，故栽培人参应以6年生者秋季
为适宜采收期。
 （5）中药材的质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其适宜采收期的确定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研究工作，计算机技术
的应用有可能得到更确切的判定。
如决定乌梅质量的指标有水提液的pH、游离总酸度、还原糖含量、柠檬酸与苹果酸的含量比（与成熟
度有关）4个指标，其药材产量又与果肉率、乌梅产率2个指标有关，通过计算机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处
理，综合考察上述多重指标确定乌梅的最佳采收期为核仁、果肉成熟期。
 （6）含有毒成分的药材，应以药效成分总含量最高、毒性成分含量最低时采集为宜。
 3.各类药材的一般采收原则 （1）植物药类 ①根及根茎类：一般在秋、冬季节植物地上部分将枯萎时
及春初发芽前或刚露苗时采收。
此时根或根茎中贮藏的营养物质最为丰富，通常含有效成分和产量均比较高。
有些药用植物枯萎期较早，如半夏、太子参、延胡索等，则应提前在其植株枯萎前采收。
 ②茎木类：一般在秋、冬两季采收。
 ③皮类：一般在春末夏初采收，此时树皮养分及液汁增多，形成层细胞分裂较快，皮部和木部容易剥
离，伤口较易愈合。
少数在秋冬两季采收，如苦楝皮此时有效成分含量较高。
肉桂在春季和秋季各采一次。
杜仲、黄柏等可采用“环状剥皮技术”。
 ④叶类：多在植物光合作用旺盛期、开花前或果实未成熟前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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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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