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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药的产地与采集

习 题

一、A 型题

1.历史悠久、产地适宜、品种优良、产量宏丰、炮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域特点的药材，

传统被称为（ ）

A.特产药材 B.名产药材 C.道地药材

D.稀有药材 E.贵重药材

2.二、八月最宜采集的药材是（ ）

A.叶类 B.花类 C.全草类

D.果实类 E.根及根茎

二、B 型题

A.黄连、附子 B.薄荷、苍术 C.细辛、五味子

D.阿胶 E.地黄

1.道地药材产于四川的是（ ）

2.道地药材产于东北的是（ ）

A.枸杞 B.当归 C.阿胶

D.牛膝 E.党参

3.道地药材产于甘肃的是（ ）

4.道地药材产于山西的是（ ）

三、C 型题

A.含苞欲放时 B.果实成熟后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不是

1.辛夷的采收应在（ ）

2.枳实的采收应在（ ）

A.花蕾未开放时 B.花朵刚开放时 C.二者均是 D.二者均不是

3.花类药材的采收宜在（ ）

4.根类药材的采收宜在（ ）

四、X 型题

1.四川的道地药材有（ ）

A.地黄 B.黄连 C.川芎

D.乌头 E.茯苓

2.确定道地药材的主要因素有（ ）

A.产地 B.品种 C.质量

D.产量 E.疗效

参考答案

一、A 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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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所谓道地药材，又称地道药材，是优质纯真药材的专用名词，它是指历史悠久、产地适

宜、品种优良、产量宏丰、炮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域特点的药材，故答案应选 C.

2.E.根及根茎一般以早春及深秋，即二月、八月采收最佳，因为春初“津润始萌，未充枝叶，

势力淳浓”，“至秋枝叶干枯，津润归流于下”。且现代研究也证明，早春及深秋时植物的根

茎中有效成分含量较高，此时采集产量和质量都较高，故答案应选 E.

二、B 型题

1.A2.C.在上述备选药物中，黄连、附子的道地药材产于四川；薄荷、苍术的道地药材产

于江苏；细辛、五味子的道地药材产于东北；阿胶的道地药材产于山东；地黄的道地药材产

于河南，故第 1题答案应选 A.第 2题答案应选 C.

3.B4.E.在上述备选药物中，枸杞的道地药材产于宁夏；当归的道地药材产于甘肃；阿胶的道

地药材产于山东；牛膝的道地药材产于河南；党参的道地药材产于山西，故第 3题答案应选

B.第 4题答案应选 E.

三、C 型题

1.A2.D.辛夷的药用部位是木兰科植物望春花或玉兰的干燥花蕾，应在含苞欲放时采收，故

第 1题答案应选 A；枳实的药用部位是芸香科植物酸橙及其变种或甜橙的干燥幼果，应在果

实尚未成熟时采收，故第⒉题答案应选 D.

3.C4.D.花类药材，一般采收未开放的花蕾或刚开放的花朵，以免香味散失、花瓣散落而影

响质量，故第 3题答案应选 C；根类药材一般以秋末或春初，即 2月、8月采收为佳，此时

植物根中有效成分含量较高，故第 4题答案应选 D.

四、X 型题

1.BCD.黄连、川芎、乌头的道地药材产于四川，地黄的道地药材产于河南，茯苓的道地药

材

产于云南，故答案应选 BCD.

2.ABCDE.道地药材是指历史悠久、产地适宜、品种优良、产量宏丰、炮制考究、疗效突出、

带有地域特点的药材，因此道地药材的确定与产地、品种、质量、产量、疗效都有关系，故

答案应选 ABCDE.


	第二章 中药的产地与采集
	习 题
	参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