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岗江西事业编考前 30 分 

1.四气 

（1）寒凉性药物：清热、泻火、凉血、解热毒等作用。寒凉性有伤阳助寒之弊。 

（2）温热性药物：温里散寒、补火助阳、温经通络、回阳救逆等作用。温热性有伤阴助火

之害。 

2.五味：酸、苦、甘、辛、咸。 

作用特点：酸：能收能涩;苦：能泄能燥;甘：能补能缓能和;辛：能行能散;咸：能软能下。 

【常考点】各味的作用特点。 

3.七情 

（1）单行：单用一味药物治疗某种病情单一的疾病。例：独参汤。 

（2）相须：两种药性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可增强原有药物的疗效。例：全蝎、蜈

蚣。 

（3）相使：两种药性功效有某种共性的药物，以主辅形式配伍，辅药能够加强主药的功效。

例：枸杞、菊花。 

（4）相畏：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例：生姜、半夏。 

（5）相杀：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 

（6）相恶：两种药物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或消失。例：生姜、

黄芩。 

（7）相反：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例：十八反、十九畏。 

【常考点】某药对体现的七情配伍。技巧：一味入药是单行，同类药物组队是相须，有共性

非同类药物是相使，相畏、相杀主被动，十八反、十九畏都是相反，其他是相恶(一般为非

同章药物且没共性)。 

4.配伍禁忌 

(1)十八反：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 

【常考点】所包含具体药物。半夏、瓜蒌、天花粉、川贝、浙贝、白蔹、白及与乌头、附子

相反;海藻、大戟、甘遂、芫花与甘草相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苦参、细辛、白芍、

赤芍与藜芦相反。注意：诸参不包括西洋参、太子参。 



(2)十九畏：硫黄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最怕密陀僧，巴豆

性烈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颐情，丁香莫与郁金见，牙硝难合金三棱，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

最怕五灵脂，官桂善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 

【常考点】相反药对，如果记歌诀有困难，直接记哪两味不能一起使用。 

5.妊娠用药禁忌 

(1)妊娠禁用药：马钱子、水银、砒霜、雄黄、轻粉、斑蝥、蟾酥、川乌、草乌、藜芦、胆

矾、瓜蒂、巴豆、甘遂、大戟、芫花、牵牛子、商陆、麝香、干漆、水蛭、虻虫、三棱、莪

术等。 

(2)妊娠慎用药：活血药、行气药、攻下药、温里药中的部分药，如牛膝、川芎、红花、桃

仁、姜黄、牡丹皮、枳实、枳壳、大黄、芒硝、芦荟、番泻叶、附子、肉桂等。 

【常考点】禁用指绝对不能用的，慎用是根据情况使用的。注意题目中是问绝对不能用的还

是一般不使用的。 

6.方剂的组成 

（1）君药：对处方的主证或主病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它体现了处方的主攻方向，其药

力居方中之首，是方剂组成中不可缺少的药物。 

（2）臣药：①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和主证的药物。②针对兼病或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 

（3）佐药：①佐助药：即协助君、臣药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兼证的药物。②佐

制药：消除或减缓君、臣药毒性或烈性的药物。③反佐药：即根据病情需要，使用与君药药

性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 

（4）使药：①引经药：即引方中诸药直达病所的药物。②调和药：即调和诸药的作用，使

其合力祛邪。 

7.各炮制法的药物总结 

（1）清炒：①炒黄：牛蒡子、芥子、莱菔子（生升熟降）、苍耳子（中火）、王不留行（中

火，爆花率 80%）;②炒焦：山楂、栀子；③炒炭：大蓟、蒲黄、荆芥。 

（2）加辅料炒：①麸炒：枳壳、苍术；②米炒：斑蝥；③土炒：白术、山药；④砂炒：马

钱子、骨碎补、鸡内金、鳖甲；⑤滑石粉炒：水蛭；⑥蛤粉炒：阿胶。 

（3）蜜炙：百部、桑叶、款冬花等。 

（4）酒炙：川芎、当归、牛膝、黄连、黄芩、常山、五灵脂、大黄等。 

（5）醋炙：香附、柴胡、延胡索、甘遂、大戟、芫花、五灵脂等。 



（6）盐炙：杜仲、黄柏等。 

（7）姜炙：半夏、竹沥等。 

（8）煅法：①明煅：白矾、牡蛎、石决明、石膏；②煅淬：赭石（醋）、自然铜（醋）、炉

甘石（水）；③扣锅煅：血余炭、干漆。 

（9）蒸：何首乌、黄芩、地黄、黄精（脾、肺、肾）、人参、天麻。 

（10）煮：藤黄（豆腐、荷叶、山羊血）、川乌、附子、吴茱萸。 

（11）：苦杏仁、白扁豆。            （12）复制：半夏、天南星。 

（13）发酵(30℃~37℃)：六神曲。       （14）发芽（18℃~25 ℃ ）：麦芽。 

（15）制霜：巴豆、西瓜霜、砒霜。     （16）煨：肉豆蔻、木香。 

（17）提净：芒硝（萝卜）。            （18）水飞：朱砂、雄黄。 

8.配伍用药 

（1）麻黄配桂枝：风寒表实无汗证 

（2）麻黄配杏仁：风寒束肺喘咳气逆 

（3）麻黄配石膏：肺热咳喘 

（4）桂枝配白芍：风寒表虚有汗证 

（5）柴胡配黄芩：少阳寒热往来 

（6）生葛配黄芩、黄连：湿热泻痢初起 

（7）石膏配知母：热病气分实热证和肺胃伤津证 

（8）知母配黄柏：阴虚火旺 

（9）知母配川贝母：阴虚劳嗽 肺燥咳嗽 

（10）栀子配茵陈：湿热黄疸 

（11）黄连配吴茱萸：肝火犯胃、湿热中阻之呕吐泛酸 

（12）黄连配木香： 湿热泻痢腹痛、里急后重 

（13）黄柏配苍术： 湿热诸证，尤其下焦湿热 

（14）白薇配玉竹： 阴虚外感 



（15）大黄陪芒硝：实热积滞、大便燥结、坚硬难下 

（16）大黄配巴豆、干姜：寒积便秘 

（17）独活配桑寄生：风湿痹痛、腰膝酸软 

（18）苍术配厚朴、陈皮： 湿阻中焦或夹食积 

（19）滑石配甘草：暑热烦渴 

（20）附子配干姜：亡阳欲脱及中虚寒盛 

（21）附子配麻黄、细辛：阳虚外感 

（22）丁香配柿蒂： 虚寒呕逆 

（23）高良姜配香附：寒凝气滞、肝气犯胃之胃脘胀痛 

（24）橘皮配半夏：痰湿滞中客肺止咳喘 

（25）枳实配白术：脾虚气滞夹积夹湿证 

（26）川楝子配延胡索：血瘀气滞诸痛 

（27）薤白配瓜蒌：痰浊痹阻、胸阳不振之胸痹证 

（28）蒲黄配五灵脂：血瘀胸胁心腹诸痛及血瘀出血 

（29）郁金配石菖蒲：痰火或湿热蒙蔽清窍之神昏、癫痫、癫狂 

（30）旋复花配代赭石：气逆呕恶、喘息 

（31）朱砂配磁石：烦躁不安、心悸失眠 

（32）人参配附子：亡阳气脱 

9.要药 

（1）辛温解表、宣肺利尿之要药——麻黄 

（2）鼻渊头痛之要药——辛夷 

（3）治寒饮伏肺之要药——细辛 

（4）治项背强痛之要药——葛根 

（5）治肝胆疾患及少阳证之要药——柴胡 

（6）升阳举陷的要药——升麻 



（7）治气分实热和肺胃实火之要药——石膏 

（8）治肝阳眩晕,目珠夜痛及瘰疬肿结之要药——夏枯草 

（9）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之要药——生地黄 

（10）治疗一切痈肿疔疮阳证之要药——金银花 

（11）治湿热火郁、湿热泻痢之要药——黄连 

（12）治肝经湿热,实火之要药——龙胆草 

（13）治血热毒盛所致诸证之要药——大青叶 

（14）治肺痈之要药——鱼腥草 

（15）治疗咽喉肿痛的要药——山豆根 

（16）治疗痈肿疔毒之要药——蚤休 

（17）治疗梅毒的要药——土茯苓 

（18）治疗肠痈之要药——红藤、败酱草 

（19）治疗阳明腑实证（热结便秘）之要药——大黄 

（20）治肠胃实热内结、燥屎坚硬难下之要药——芒硝 

（21）治疗寒积便秘之要药——巴豆 

（22）治风寒湿痹肢体拘挛或麻木之要药——威灵仙 

（23）久风顽痹、筋脉拘急及吐泻转筋之要药——木瓜 

（24）治风痹或痹证痛重之要药——徐长卿 

（25）治肝肾亏虚胎动不安之要药——桑寄生 

（26）治风寒湿痹、筋骨软弱或四肢拘挛之要药——五加皮 

（27）芳化湿浊的要药——藿香 

（28）治湿阻中焦之要药——苍术 

（29）行气消积除胀之要药——厚朴 

（30）湿热淋证之要药——瞿麦 

（31）诸淋涩痛之要药——海金沙 



（32）治疗膏淋之要药——萆解 

（33）治砂淋、石淋之要药——金钱草 

（34）治湿热黄疸之要药——茵陈 

（35）补火助阳、回阳救逆之要药——附子 

（36）温中散寒之要药——干姜 

（37）治下元虚冷、虚阳上浮诸证之要药——肉桂 

（38）中寒肝逆或肝寒气滞诸痛之要药——吴茱萸 

（39）胃寒呕逆之要药——丁香 

（40）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为治痰的要药——橘皮 

（41）治胃肠积滞及痰滞胸痞之要药——枳实 

（42）行气调中止痛之要药——木香 

（43）疏肝理气、调经止痛之要药——香附 

（44）止呃之要药——柿蒂 

（45）治油腻肉积之要药——山楂           （46）消食运脾之要药——鸡内金 

（47）治小儿疳积之要药——使君子         （48）治血热妄行之要药——大蓟 

（49）治水火烫伤之要药——地榆           （50）安胎之要药——苎麻根 

（51）收敛止血之要药——白芨             （53）温经止血之要药——炮姜 

（54）血瘀诸痛之要药——五灵脂           （55）活血行气凉血之要药——郁金 

（56）治烫伤及毒蛇咬伤之要药——虎杖 

（57）治妇科经产病之要药——益母草 

（58）活血调经，凉血消痈，安神，为妇科之要药——丹参 

（59）活血调经，祛风止痛，为妇科活血调经之要药——川芎 

（60）散瘀止痛，接骨疗伤，为伤科接骨续筋之要药——自然铜 

（61）活血行气止痛，消肿生肌，为外伤科之要药——乳香 

（62）治湿痰寒痰之要药——半夏 



（63）治肺胃气逆之要药——旋复花 

（64）治痰热及胸痹之要药——瓜蒌 

（65）治新久咳嗽之要药——百部 

（66）治疗咳喘之要药——杏仁 

（67）治疗“皮里膜外之痰”之要药——白芥子 

（68）治心火亢盛之心神不安、惊悸失眠之要药——朱砂 

（69）治肝阳上亢及目疾之要药——石决明 

（70）治肝阳、肝风及肝火所致病证之要药——羚羊角 

（71）清热平肝、息风止痉之要药——钩藤 

（72）治肝阳眩晕之要药——天麻 

（73）开窍醒神回苏之要药——麝香、冰片 

（74）大补元气救脱之要药——人参 

（75）肺虚咳嗽、肾虚作喘之要药——蛤蚧 

（76）温补肾阳，补督脉、益精血之要药——鹿茸 

（77）治肾虚腰膝酸痛或筋骨无力之要药——杜仲 

（78）补血活血，调经止痛，为补血调经之要药——当归 

（79）补血滋阴，益精填髓，为补血之要药——熟地黄 

（80）补益肝肾之要药——山茱萸 

（81）治脾寒泻痛或多涎唾之要药——益智仁 

（82）眼科外用之要药——炉甘石 

（83）拔毒化腐，为外科之要药——升药 

（84）疥疮之要药——硫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