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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3. 

第一部分基础知识

考试
单元 细 ，点

考试

学科
目 要

科目

1.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

(一)阴阳学说在中 2. 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

医学中的应用 3. 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 1 

一、阴阳五行 4. 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1 

学说 1.说明五脏生理功能及相互关系 1 

( 二)五行学说在中 2. 说明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

医学中的应用 3. 指导疾病的诊断 1 

4. 指导疾病的治疗

1.藏象的基本概念 1 
( 一)藏象学说的概

2. 藏象学说的特点 1 
念和特点

3. 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的功能特点

中 1.主要生理功能医
基 (二)心 2. 生理特性
础
理 3. 与形、 窍 、 志、 液、 时的关系论

1.主要生理功能 1 

( 三)肺 2. 生理特性

二、藏象 3. 与形、窍 、 志、液、 时的关系

1.主要生理功能 l 

(四)脾 2. 生理特性 1 

3. 与形、窍、志、液、时的关系

1.主要生理功能

(五)肝 2. 生理特性

3. 与形 、 窍、志、液、 时的关系 1 

1.主要生理功能 1 
(六)肾

2. 生理特性



.4. 中医内牙斗专业

考试
单元 细 目 点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六)肾 3. 与形、窍、志、液、时的关系 l 

(七)胆 胆的生理功能

(八)胃 胃的生理功能 l 

(九)小肠 小肠的生理功能

(十)大肠 大肠的生理功能 1 

(十一)膀脱 膀脱的生理功能
二、藏象

(十二)三焦 三焦的生理功能

(十三)脑 脑的生理功能 l 

(十四)女子胞 女子胞的生理功能 1 

1.脏与脏之间的关系
(十五)脏腑之间的

2. 腑与腑之间的关系 l 
关系

3. 脏与腑之间的关系 1 

1.人体之精的生成、贮藏与施泄
(一)精

2. 人体之精的分类与功能

中 1.气的生成 l 
医
基 2. 气的生理功能 I 
础 (二)气
理
论

3. 气的运动

4. 气的分类

1.血的生成 1 

(三)血 2. 血的运行 1 

3. 血的生理功能
三、精气血津

1.津液的生成、输布与排泄
液神 (四)津液

2. 津液的生理功能

(五)神 神的生成与功能 1 

1.气为血帅 1 
(六)气与血的关系

2. 血为气母

1.气能生津

2. 气能行津 1 
(七)气与津液的

3 气能摄津 l 
关系

4. 津能生气

5. 津能载气



大纲 .5. 

考试
单元 ，点

考试

| 学科
细 目 要

科目

(八)精血津液之间 1.精血同源 1 

的关系 2. 津血同源

三、精气血津 1.气能生精、摄精 l 

液神 (九)精气神之间的 2. 精能化气 l 

关系 3. 精气化神 l 

4. 神驭精气 l 

1.经脉与络脉的区别 l 
(一)经络学说

2. 经络系统的组成 l 

1.十二经脉的走向交接规律 l 

2. 十二经脉的分布规律
(二)十二经脉

3. 十二经脉的表里关系

4. 十二经脉的流注次序

1.奇经八脉的主要特点 1 

2. 督脉的循行部位及基本功能 l 

中
(三)奇经八脉 3. 任脉的循行部位及基本功能

医
基 四、经络

础
4. 冲脉的循行部位及基本功能 1 

理 5. 带脉的循行部位及基本功能 1 
论

1.沟通联系作用 1 

(四)经络的生理 2. 运输渗灌作用 1 

功能 3. 感应传导作用

4. 调节作用

1.阐释病理变化及其传变 1 
(五)经络学说的

2. 指导疾病的诊断 l 
应用

3 . 指导疾病的治疗

1. 六淫共同的致病特点
(一)六淫

2. 六淫各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 l 

1.痴气的致病特点 1 
(二)病气

五、病因 2. 疫房发生与流行的因素

( 三)七情内伤 七情内伤致病的特点

1.饮食不节 l 
(四)饮食失宜

2. 饮食不洁 1 



.6. 中医内科专业

考试
单元 细 点

考试

学科
目 要

科目

(四)饮食失宜 3. 饮食偏嗜 1 

l 过度劳累 l 
(五)劳逸失度

2. 过度安逸 1 

1.痰饮的形成 l 
(六)痰饮

2. 痰饮的致病特点 l 
五、病因

1.痕血的形成 1 

(七)痕血 2. 疲血的致病特点

3. 痕血的病证特点

1.胎弱 l 
(八)先天因素

2. 胎毒 1 

(一)发病的基本 1.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因素

原理 2. 邪气是发病的重要条件

1.环境与发病 l 
(二)影响发病的主

2. 体质与发病 1 
要因素

中 3. 精神状态与发病 l 
医
基 六、发病 1 感邪即发
础
理 2. 徐发 1 ìt 

3 . 伏发 1 
( 三)发病类型

4 继发 1 

5. 复发

6. 合病与并病 1 

1.邪正盛衰与虚实变化 l 
(一)邪正盛衰

2. 邪正盛衰与疾病转归 1 

1.阴阳偏胜

2. 阴阳偏衰 1 

(二)阴阳失调 3. 阴阳互损 l 
七 、 病机

4. 阴阳格拒 1 

5 . 阴阳亡失

1. 气虚

(三)气的失常 2. 气滞 l 

3 . 气逆 1 



大纲 .7. 

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4. 气陷 1 
(三)气的失常

5. 气闭气脱 1 

1.血虚 1 

(四)血的失常 2. 血行失常 l 

3. 血热 1 

1. 气滞血痕

2. 气虚血痕
(五)气与血关系

3 . 气不摄血 1 
失调

4. 气随血脱 1 

5. 气血两虚

1.津液不足
(六)津液代谢失常

2. 津液输布、排泄障碍

七、病机 1.水停气阻 1 

(七)津液与气血关 2. 气随津脱 1 

中 系失调 3. 津枯血燥 1 
医
基 4. 津亏血痕 l 
础
理 1.风气内动 1 
论

2. 寒从中生 1 

(八)内生"五邪" 3. 湿浊内生 1 

4. 津伤化燥 1 

5 . 火热内生 1 

1.疾病传变的概念

2. 病位传变 l 
(九)疾病传变

3. 病性转化 1 

4. 影响疾病传变的因素 1 

1.未病先防
(一)预防

2. 既病防变

1.正治与反治 l 
八、防治原则

2 治标与治本 1 
(二)治则

3 . 扶正与法邪

4. 调整阴阳



.8. 中医内矛十专业

考试
单元 细 自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中医 5. 调理精气血津液 1 

基础 八、防治原则 (二)治则

理论 6. 三因制宜

一、气 ·阴
阴阳的基本概念、属性特征 l 

阳·五行

1.奇恒之腑、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特点 1 

2. 藏象的概念、藏象学说的基本内容
二、藏象

3. 谷食精气的输布运行过程

4. 宗气、 卫气、 营气的循行及作用 l 

1. "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

盛则内寒"的机理

2. "百病生于气"的发病学观点

三、病机
3. 六淫的致病特点 l 

内
士't;A尺a 4. 病机十九条

5. 五脏藏五神及五腑虚实证候

1.热病治疗大法与饮食宜忌 l 

四、病证 2. "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病机 l 

3. 行痹、痛痹、 着痹的成因

五、诊法 辨别阴阳属性的重要性与四诊合参

1.正治法与反治法 l 
六、 论治

2. 因势利导治则 1 

1.人生长壮老的规律，肾气与生长、发育、生殖
l 

七、养生 的关系

2. 养生原则及意义 l 

1.中风表虚ì.iE (桂枝汤证) l 

(一)太阳病本证 2. 伤寒表实证(麻黄汤证、大青龙汤证、小青龙

寒伤
汤证)

一、 太阳病辨

证论治
1.太阳蓄水证(五苓散证)

论

(二)太阳病变证
2. 太阳蓄血证(桃核承气汤证) l 

3. 热证(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葛根黄苓黄连

汤证)

一



大纲 .9. 

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4. 脾虚证(小建中汤证) 1 

一、 太阳病辨 5. 阴阳两虚证(炙甘草汤证) 1 

证论治
(二)太阳病变证

6. 热实结胸证(小陷胸汤证)

7. 痞证(半夏泻心汤证、 旋覆代蒲汤证)

1.阳明病热证(白虎加人参汤证) l 

二、 阳明病辨 (一 ) 阳明病本证 2. 阳明病实证(调胃承气汤证、小承气汤证、 大
1 

ìiE论治 承气汤证)

(二)阳明病变证 湿热发黄证(菌陈茵汤证)

三、 少阳病辨 (一)少阳病本证 少阳病本证(小柴胡汤证) l 

证论治 (二)少阳病兼变证 少阳病兼变证(大柴胡汤证) 1 

四、太阴病辨
太阴腹痛证 太阴腹痛证(桂校加苟药汤证) 1 

寒伤 证论治

论 1.少阴寒化证(四逆汤证、 真武汤证) 1 
( 一)少阴病本证

五、 少阴病辨 2. 少阴热化证(黄连阿胶汤证、猪苓汤证)

证论治 1.兼表证(麻黄细辛附子汤证)
(二)少阴病兼变证

2. 疑似证(四逆散证)

1.寒热错杂证(乌梅丸证) l 
六、 厥阴病辨

厥阴病本证 2. 厥阴病寒证(当归四逆汤证、吴菜英汤证) 1 
证论治

3. 厥阴热利(白头翁汤证)

七、霍乱病辨
霍乱病辨治 霍乱病辨治(理中丸证) 1 

证论治

八、阴阳易瘦

后劳复病辨证 撞后劳复证 搓后劳复证(竹叶石膏'汤证)

论治

(一)痊病证治 柔痊证治(瓜萎桂校汤证) 1 
一、 痊湿喝

l.风湿在表证(麻黄杏仁惹茵甘草汤证) 1 
病篇 (二)湿病证治

2. 风湿兼气虚证(防己黄1t汤证)

金
二、 中风历节 l.风湿历节证(桂校苟药知母汤证)

匮
要 病篇

历节病证治

略
2. 寒湿历节证(乌头汤证) l 

三、 血痹虚劳 (一)血痹证治 血痹重证(黄在桂枝五物汤证) 1 

病篇
(二)虚劳病证治 l.虚劳失精证(桂枝加龙骨牡蜘汤证) l 



.10. 中医内科专业

考试
单元 细目 ，~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三、血痹虚劳 2. 虚劳腰痛证(肾气丸证) 1 

病篇
(二)虚劳病证治

3. 虚劳不寐证(酸枣仁汤证) 1 

(一)肺瘦证治
1.虚热肺瘦(麦门冬汤证)

四、肺瘦肺痛 2. 虚寒肺瘦(甘草干姜汤证) l 

咳嗽上气病篇
(二)肺痛证治

1.邪实噩滞证(苓蔚大枣泻肺汤证) l 

2. 血腐服溃证(桔梗汤证) l 

1.胸痹病机

2. 类证鉴别 1 
五、胸痹心痛 (一)胸痹证治

3. 胸痹主证(瓜萎靡白白酒汤证) l 
短气病篇

4. 胸痹急证(茸茸附子散证) 1 

金
(二)心痛证治 心痛急证(乌头赤石脂丸证)

匮 六、腹满寒痛 1.脾胃虚寒证(大建中汤证)
要 腹满证治
略 宿食病篇 2. 寒实内结证(大黄附子汤证) l 

七、痰饮咳嗽
痰饮ì.iE治 饮停心下证(苓桂术甘汤证) 1 

病篇

八、消渴小便 (一)消渴证治 肺胃热盛，气津两伤(白虎加人参汤证) l 

不利淋病篇 (二)小便不利证治 上燥下寒水停证(瓜萎瞿麦丸证)

1.温热并重证(茵陈篱汤证) l 
九、黄瘟病篇 黄症证治

2. 湿重于热证(菌陈五苓散证) l 

十、妇人娃振 (一)撒病证治 瘾病漏下证(桂枝获苓丸证)

病篇 (二)腹痛证治 肝脾失调证(当归巧药散证) l 

十→、妇人杂 (一)崩漏证治 虚寒夹燎证(温经汤证) l 

病篇 (二)梅核气证治 气滞痰凝证(半夏厚朴汤证) 1 

1.风温病的传变规律

(一)主要温热类温
2. 春温病的传变规律

病的传变规律

3. 暑温病的传变规律 1 

病温寸且4马 一、温热类 1.卫分证治(银翘散、桑菊饮) 1 

温病
2. 气分证治(宣白承气汤、清燥救肺汤) 1 

(二)温热类温病主

要证治
3. 营分证治(清营汤)

4. 热陷心包证治(清宫汤、安宫牛黄丸、紫雪
l 

丹、至宝丹)
L一一 一一



大纲 . 11. 

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平斗目

5 . 热盛动风证治(辫角钩藤汤) 1 

6. 血分证治(犀角地黄汤) 1 

一、 温热类 (二)温热类温病主 7. 真阴耗竭证治(加减复脉汤) 1 

温病 要证治 8. 虚风内动证治(三甲复脉汤、大定风珠)

9. 后期正虚邪恋证治(黄连阿胶汤、青篱鳖甲
l 

汤)

(一)主要湿热类植 1.湿温病的传变规律 1 

病的传变规律 2. 伏暑病的传变规律

1.湿温病初发证治(三仁汤、霍朴夏苓汤)

病温学 2. 湿困中焦证治(雷氏芳香化浊法、三仁汤) 1 

3. 湿阻膜原证治(雷氏宣透膜原法) 1 

二、湿热类 4. 湿热中阻证治(王氏连朴饮)

温病 (二)湿热类温病主 5 . 湿热蕴毒证治(甘露消毒丹)

要证治 6. 湿热酿痰蒙蔽心包证治(葛蒲郁金汤、苏合香

丸、至宝丹)

7. 暑湿郁阻少阳证治(商苓清胆汤)

8. 暑湿弥漫三焦证治(三石汤)

9. 余湿留恋证治(薛氏五叶芦根汤) l 

三、温毒类 1.大头痕毒盛肺胃证治(普济消毒饮) l 

温病
温毒类温病主要证治

2. 烂喉移毒:播气营(血)证治(凉营清气汤)

一、中药的
产地 主要道地药材 1 

产地

1.炮制目的 1 
二、中药炮制 炮制目的与方法

2. 常用炮制方法

1 四气所表示药物的作用 1 

药甘且中ι -
(一)四气

2. 四气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意义 I 

(二)五味 五味所表示药物的作用 l 

三、药性理论 1. 影响升降浮沉的因素

( 三)升降浮沉 2. 升浮与沉降的不同作用 1 

3. 升浮沉降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意义 1 

(囚)归经 1.归经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1 
一 」一一



• 12 . 中医内科专业

考试
单元 细目 ，点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四)归经 2. 归经理论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意义 l 

1.毒性的含义 l 

2. 不良反应及副作用 1 
三、药性理论

(五)毒性 3. 正确对待中药的毒性

4. 引起中药中毒的主要原因

5. 掌握药物毒性对指导临床用药的意义 l 

1.配伍的意义
(一)中药的配伍

2. 配伍的内容

四、中药的配 1.配伍禁忌

伍与用药禁忌 (二)中药的用药 2. 娃振用药禁忌 l 

禁忌 3. 证候用药禁忌

4. 服药时的饮食禁忌

(一)剂量 确定剂量的因素 l 
五、中药的剂

1.特殊煎法 1 
量与用法 (二)用法

2. 服药法
中

药学 1.解表药的性能特点

2. 解表药的功效 1 

3. 解表药的适应范围 1 

(一)概述 4. 解表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1 

5. 各类解表药的性能特点

6. 各类解表药的功效 l 

7. 各类解表药的适应范围 1 
六、解表药

麻黄、桂校、紫苏、生姜、 香需、荆芥、防风、

(二)发散风寒药
羌活、自芷、细辛、蔬本、苍耳子、辛夷的性能、

1 
功效、应用、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

用异同点

薄荷、牛努子、蝉蜕、桑叶、菊花、蔓荆子、

(三)发散风热药
柴胡 、 升麻、葛根、淡豆鼓的性能、功效、应

用 、 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

同点

1.清热药的性能特点 1 
七、清热药 (一)概述

2. 清热药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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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3. 清热药的适应范围 1 

4. 清热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l 

(一)概述 5. 各类清热药的性能特点

6. 各类清热药的功效 1 

7. 各类清热药的适应范围 1 

石膏、知母、芦根、 天花粉、 竹叶、淡竹叶、槌

(二)清热泻火药
子、夏枯草、决明子、谷精草、密蒙花的性能、

功效、应用、 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

用异同点

黄苓、黄连、黄柏、龙胆草、秦皮、苦参、白鲜

(三)清热燥湿药 皮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

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七、清热药

金银花、连翘、穿心莲、大青叶、板蓝根、青黛、

贯众、蒲公英、紫花地丁、野菊花、重楼、拳参、

土夜苓、鱼腥草、金养麦、大血藤、败酱草、 射

(四)清热解毒药 干、山豆根、马勃、白头翁、马齿克、鸦胆子、

药寸且中é: 

半边莲、白花蛇舌草、 山慈菇、熊胆、自茧的性

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

物功用异同点

生地黄、玄参、牡丹皮、赤巧、紫草 、 水牛角的

(五)清热凉血药 性能、功效、 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

药物功用异同点

青蓄、自薇、地骨皮、银柴胡、胡黄连的性能、

(六)清虚热药 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

用异同点

1.泻下药的性能特点 1 

2. 泻下药的功效 1 

3. 泻下药的适应范围 l 

(一)概述 4. 南下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八、南下药 5. 各类泻下药的性能特点 1 

6. 各类泻下药的功效 1 

7. 各类泻下药的适应范围

(二)攻下药
大黄、芒硝、番泻叶、芦苦的性能、功效、应用、

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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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点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三)润下药、
火麻仁、 郁李仁、松子仁的性能、功效、应用、

l 
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八、泻下药 甘遂、京大革豆、芫花、商陆、牵牛子、巴豆的性

(四)峻下逐水药 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

物功用异同点

1.法风湿药的性能特点 l 

2. 法风湿药的功效 1 

3. 法风湿药的适应范围

(一)概述 4. 法风湿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5. 各类桂风湿药的性能特点 l 

6 . 各类桂风湿药的功效 1 

7. 各类法风湿药的适应范围 l 

九、 怯风湿药 独活、威灵仙、 )11 乌、薪蛇、木瓜、乌梢蛇、蚕

(二)桂风寒湿药
砂、伸筋草、寻骨风、松节、海风藤、路路通的

1 
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

药物功用异同点

药~中1: 
秦荒、防己、桑校、稀釜草、臭梧桐、络石藤、

(三)法风湿热药 雷公藤、丝瓜络的性能、 功效、应用、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四)法风湿强筋
五加皮、桑寄生、狗脊、千年健、鹿衔革的性能、

功效、应用、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 1 
骨药

用异同点

1.化温药的性能特点

2. 化湿药的功效 l 
(一)概述

3. 化湿药的适应范围 l 

十、化湿药 4. 化1显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霍香、 佩兰、 苍术、厚朴、砂仁、自豆菇、革豆

(二)具体药物 菇、草果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 1 

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利水渗湿药的性能特点 1 

2. 利水渗湿药的功效
十一、利水渗

(一)概述 3. 利水渗湿药的适应范围
湿药

4. 利水渗湿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l 

5. 各类利水渗湿药的性能特点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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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6. 各类利水渗温药的功效 l 
(一)概述

7. 各类利水渗湿药的适应范围 1 

获苓、音m仁、猪苓、泽泻、冬瓜皮、玉米须、

(二)利水消肿药 葫芦、香加皮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

十一、利水渗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湿药
车前子、滑石、木通、通草、瞿麦、蔚蓄、地肤

(三)利尿通淋药
子、海金沙、石韦、冬葵子、灯心草、革碎的性

1 
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

物功用异同点

(四)利湿退黄药
茵陈、金钱草、虎杖、垂盆萃的性能、功效、 应

l 
用、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温里药的性能特点 l 

2. 温里药的功效
( 一) 概述

3. 温里药的适应范围

十二、温里药 4. 温里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附子、干姜、肉桂、吴莱英、 小茵香、丁香、高

(二)具体药物 良姜、花椒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 使

药学中 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理气药的性能特点

2. 理气药的功效 1 
(一)概述

3. 理气药的适应范围

十三、理气药 4. 理气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陈皮、青皮、权实、木香、沉香、植香、 ) 11楝子、

(二)具体药物
乌药、荔校核、香附、 佛手、在白、柿蒂、大腹

1 
皮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

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 消食药的性能特点

2. 消食药的功效
(一)概述

3. 消食药的适应范围 l 

十四、消食药 4. 消食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山植、神曲、麦芽、谷芽、稻'芽、莱藤子、鸡内

(二)具体药物 金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

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驱虫药的性能特点 1 
十五、驱虫药 (一)概述

2. 驱虫药的功效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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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3. 驱虫药的适应范围
(一)概述

4. 驱虫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十五、驱虫药 使君子、苦楝皮、槟挪、南瓜子的性能、功效、

(二)具体药物 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

同点

1.止血药的性能特点

2. 止血药的功效 1 

3. 止血药的适应范围 1 

(一)概述 4. 止血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5. 各类止血药的性能特点 1 

6. 各类止血药的功效 1 

7. 各类止血药的适应范围

小商、大药、 地榆、槐花、 侧柏叶、白茅根、主

十六、止血药 (二)凉血止血药 麻根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 l 

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药学中
三七、茜草、蒲黄、花草石、降香的性能、功效、

(三)化模止血药 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

同点

白及、仙鹤草、棕榈炭、血余炭、藕节的性能、

(囚)收敛止血药 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 1 

用异同点

(五)温经止血药
艾叶、炮姜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

l 
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活血化疲药的性能特点 l 

2. 活血化痕药的功效

3. 活血化担架药的适应范围 l 

( 一)概述 4. 活血化模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十七、活血化 5. 各类活血化痕药的性能特点

据英药
6. 各类活血化痕药的功效 l 

7. 各类活血化痕药的适应范围 1 

川穹、延胡索、郁金、姜黄、乳香、没药、五灵

(二)活血止痛药 脂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 l 

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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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丹参、红花、桃仁、益母草、泽兰、牛膝、鸡血

(三)活血调经药 藤、王不留行、凌霄花的性能、功效、应用、用 l 

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十七、活血化
土鳖虫、马钱子、自然铜、苏木、骨碎补、 血竭、

(四)活血疗伤药 刘寄奴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
痴药

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我术、 三棱、水握、斑蛮、穿山甲的性能、 功效、

(五)破血消痛药 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

同点

1.化痰止咳平喘药的性能特点 l 

2. 化痰止咳平喘药的功效 1 

3. 化痰止咳平喘药的适应范围 l 

(一)概述 4. 化痰止咳平喘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5. 各类化痰止咳平喘药的性能特点 1 

6. 各类化痰止咳平喘药的功效 1 

7. 各类化痰止咳平喘药的适应范围 1 

药学中
十八、化痰止 半夏、天南星、自附子、自芥子、皂英、旋覆花、

咳平喘药 (二)温化寒痰药 白前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 l 

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川贝母、浙贝母、瓜萎、竹茹、竹沥、天在企黄、

(三)清化热痰药
前胡、桔梗、胖大海、海藻、昆布、海始壳、浮

海石、瓦楞子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苦杏仁、紫苏子、百部、紫苑、款冬花、批把叶、

(囚)止咳平喘药 桑白皮、亭蔚子、自果的性能、功效、应用、用 l 

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安神药的性能特点 1 

2. 安神药的功效 l 

3. 安神药的适应范围 1 

( 一)概述 4. 安神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十九、安神药 5. 各类安神药的性能特点 l 

6. 各类安神药的功效 l 

7. 各类安神药的适应范围 1 

(二)重镇安神药
朱砂、磁石、 龙骨、玻咱的性能、功效、 应用、

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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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点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酸枣仁、柏子仁、首乌藤、合欢皮、远志的性能、

十九、安神药 (三)养心安神药 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 l 

用异同点

1.平肝息风药的性能特点 l 

2. 平肝息风药的功效

3. 平肝息风药的适应范围 l 

(一)概述 4. 平肝息风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l 

5. 各类平肝息风药的性能特点 l 

二十、平肝息 6. 各类平肝息风药的功效

风药 7. 各类平肝息风药的适应范围

石决明、珍珠母、牡蜘、代精石、刺菜黎、罗布

(二)平抑肝阳药 麻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 1 

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辫羊角、牛黄、珍珠、钩藤、天麻、地龙、全蝇、

(三)息风止瘟药 娱虫告、{匿蚕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

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药A寸中1: 
1.开窍药的性能特点 I 

2. 开窍药的功效 1 
(一)概述

二十一、开 3. 开窍药的适应范围

窍药 4. 开窍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1 

(二)具体药物
廊香、冰片、苏合香、石富蒲的性能、功效、应

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补虚药的性能特点

2. 补虚药的功效 1 

3. 补虚药的适应范围 l 

(一)概述 4. 补虚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1 

二十二、补
5. 各类补虚药的性能特点

虚药 6. 各类补虚药的功效 1 

7. 各类补虚药的适应范围 1 

人参、西洋参、党参、太子参、黄瓦、白术、山

(二)补气药
药、自扁豆、甘草、大枣、 f台糖、蜂蜜的性能、

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

用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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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鹿茸、紫河车、淫羊馨、 巴载天、仙茅、杜仲、

续断、肉放蓉、锁阳、补骨脂、益智仁、芫丝子、

(三)补阳药 沙苑子、蛤蛤、冬虫夏草、韭菜子的性能、功效、 l 

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

同点

二十二、补 当归、熟地黄、白苟、阿胶、 何首乌、龙眼肉的

虚药 (四)补血药 性能、 功效、应用、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 1 

药物功用异同点

北沙参、南沙参、百合、麦冬、 天冬、石剧、玉

(五)补阴药
竹、黄精、拘祀子、墨旱莲、 女贞子、黑芝麻、

l 
龟甲、鳖甲的性能、功效、 应用、用法用量、使

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收涩药的性能特点 1 

2. 收涩药的功效 l 

3. 收涩药的适应范围

(一)概述 4. 收涩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l 

5. 各类收涩药的性能特点 1 

药学中 6. 各类收涩药的功效 l 

二十三、收 7. 各类收涩药的适应范围

涩药 麻黄根、浮小麦、糯稻根须的性能、 功效、应用、
(二)固表止汗药 l 

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五味子、乌梅、五倍子、辑粟壳、词子、肉豆莲、

(三)敛肺涩肠药 赤石脂的性能、功效、应用、用法用量、使用注

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四)固精缩尿止
山菜英、覆盆子、 桑螺蝇、金樱子、海蝶蝇、莲

子、荧实、椿皮的性能、功效、 应用、 用法用量、 1 
带药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1.涌吐药的性能特点

2. 涌吐药的功效

二十 四、涌
(一)概述

3 . 涌吐药的适应范围 1 

吐药 4. 涌吐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二)具体药物
常山、瓜蒂、胆矶的性能、 功效、应用、用法用

l 
量、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用异同点

二十五、攻毒 1.攻毒杀虫止痒药的性能特点 1 

杀虫止痒药
(一)概述

2 攻毒杀虫止痒药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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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3. 攻毒杀虫止痒药的适应范围
(一)概述

二十五、 攻毒
4. 攻毒杀虫止痒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杀虫止痒药
雄黄、硫黄、 白矶、 蛇床子、 瞻酥、 大蒜的性能、

(二)具体药物 功效、 应用、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 1 

用异同点

药寸品中ι · 
1.拔毒化腐生肌药的性能特点

2. 拔毒化腐生肌药的功效 l 
(一)概述

二十六、拔毒
3. 拔毒化腐生肌药的适应范围 1 

化腐生肌药
4. 拔毒化腐生肌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升药、 轻粉、礁石、 铅丹、 炉甘石、 邵l砂的性能、

(二)具体药物 功效、 应用 、 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及相似药物功 l 

用异同点

1.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1 
(一)方剂与治法

2. 常用治法

1.方剂配伍的目的 l 

一、概述
(二)方剂的组成与

2. 方剂的组方原则
变化

3. 方剂的变化形式

(三)常用剂型 常用剂型的特点及临床意义 l 

1.解表剂的适用范围 1 
(一)概述

方剂甘~ 2. 解表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1.桂校汤的组方原理、 加减化裁及其与麻黄汤的
l 

鉴别应用

2. 九味羌活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二、解表剂
(二)辛温解表

3. 小青龙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4. 香苏散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l 

5. 正柴胡饮的组方原理 1 

1.银翘散的组方原理、 力口减化裁及其与桑菊饮的

(三)辛凉解表 鉴别应用

2.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的组方原理、 加减化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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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3. 柴葛解肌汤的组方原理 l 
( 三)辛凉解表

4. 升麻葛根汤的组方原理

1.败毒散的组方原理、加减化裁及其与参苏饮的
1 

二、 解表剂 鉴别应用

(四)扶正解表 2. 麻黄细辛附子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 

3 . 加减葳藐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银翘散的鉴别

应用

1.泻下剂的适用范围 1 
(一)概述

2. 泻下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l 

1.大承气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小承气汤、 调胃承
1 

气汤的鉴别应用
(二)寒下

2. 大黄牡丹汤的组方原理

3. 大陷胸汤的组方原理 1 

1.温脾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大黄附子汤的鉴别
1 

方剂学
( 三)温下 应用

三、泻下剂
2. 三物备急丸的组方原理 l 

1.麻子仁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五仁丸的鉴别应用
(囚)润下

2. 济川煎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麻子仁丸的鉴别应用

l 十枣汤的组方原理、应用注意事项
(五)逐水

2. 舟车丸的组方原理 1 

1.黄龙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新加黄龙汤的鉴别

(六)攻补兼施 应用

2. 增液承气汤的组方原理 l 

1.和解剂的适用范围 l 
( 一)概述

2. 和解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1 

1.小柴胡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四 、 和解剂 2. 大柴胡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小柴胡汤的鉴别

(二)和解少阳 应用

3. 茵苓清胆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小柴胡汤的鉴别
1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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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点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1.四逆散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 

(三)调和肝脾
2. 追遥散的组方原理、 加减化裁及其与四逆散的

四 、 和解剂 鉴别应用

3. 痛泻要方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逍遥散的鉴别应用

(四)调和肠胃 半夏泻心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 

1.清热剂的适用范围 l 
(一)概述

2. 清热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1.白虎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l 

(二)清气分热 2. 竹叶石膏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白虎汤的鉴别

应用

1.清营汤的组方原理 l 

( 三)清营凉血 2. 犀角地黄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清营汤的鉴别
1 

应用

1.黄连解毒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2. 清瘟败毒饮的组方原理 l 

方齐fAtU - 3. 凉脯散的组方原理 1 

(四)清热解毒 4. 普济消毒饮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银翘散的鉴别

应用
五、 清热剂

5. 仙方活命饮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五味消毒饮的鉴
l 

别应用

1.导赤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清心莲子饮的鉴别

应用

2. 龙胆泻肝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当归龙基丸的鉴
1 

别应用

3. 左金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龙胆泻肝汤的鉴别

(五)清脏腑热 应用

4. 清胃散的组方原理、 加减化裁及其与泻黄散的
1 

鉴别应用

5. 玉女煎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清胃散的鉴别应用

6. 泻白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1 

的鉴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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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学科
单元 细 目

考试
要 点

科目

7. 苇茎汤的组方原理 l 

(五)清脏腑热 8. 葛根黄苓黄连汤的组方原理 1 

五、清热剂
9. 苟药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白头翁汤的鉴别应用

1.青苔鳖甲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清骨散的鉴别

(六)清虚热 应用

2. 当归六黄汤的组方原理 l 

1.桂暑剂的适用范围 1 
(一)概述

2. 中去暑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二)桂暑解表 香蕾散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六、法暑剂 1.六一散的组方原理、 加减化裁
(三)桂暑利湿

2. 桂苓甘露饮的组方原理 l 

(四)清暑益气
清暑益气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竹叶石膏'汤的鉴别

应用

1.温里剂的适用范围
(一)概述

2. 温里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l 

方剂~ 
1.理中丸的组方原理及加l减化裁 1 

2. 小建中汤的组方原理、 加减化裁及其与理中丸

(二)温中桂寒 的鉴别应用

3. 吴莱英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理中丸、左金丸的
1 

鉴别应用

七、温里剂
1.四逆汤的组方原理、 加减化裁及其与参附汤的

( 三)回阳救逆 鉴别应用

2. 回阳救急汤的组方原理 1 

1.当归四逆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 

2. 黄茂桂校五物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当归四逆汤

(囚)温经散寒
1 

的鉴别应用

3 . 阳和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仙方活命饮的鉴别
1 

应用

1.补益剂的适用范围及配伍规律 l 
(一)概述

2. 补益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八、补益剂 1.四君子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二) 补气 2. 参苓白术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四君子汤的鉴别
1 

L一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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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3. 补中益气汤的组方原理 1 

4. 生脉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竹叶石膏'汤的鉴别
1 

应用
(二)补气

5. 玉屏风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桂校汤的鉴别应用 l 

6. 完带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参苓白术散的鉴别
1 

应用

1.四物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三)补血 2. 当归补血汤的组方原理

3. 归牌汤的组方原理、加减化裁 l 

1.炙甘草汤的组方原理、加减化裁及其与生脉散

的鉴别应用

(四)气血双补 2. 八珍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十全大补汤、人参养
l 

八、补益剂 荣汤的鉴别应用

3. 泰山磐石散的组方原理 l 

1.六味地黄丸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方齐学。 2. 大补阴丸的组方原理、加减化裁及其与六味地
1 

黄丸的鉴别应用
(五)补阴

3. 一贯煎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逍遥散的鉴别应用

4. 左归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六昧地黄丸的鉴别
1 

应用

1.肾气丸的主且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 
(六)补阳

2. 右归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肾气丸的鉴别应用 l 

1.地黄饮子的组方原理 1 

(七)阴阳双补 2. 龟鹿二仙胶的组方原理 1 

3. 七宝美装王丹的组方原理 1 

1.固涩剂的适用范围 1 
(一)概述

2. 固涩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二)固表止汗 牡蜘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玉屏风散的鉴别应用
九、固涩剂

(三)敛肺止咳 九仙散的组方原理 1 

(四)涩肠固脱
1.真人养脏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苟药汤的鉴别

1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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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点

考试

学科
目 要

科目

(四)涩肠固脱
2. 四神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理中丸、痛泻要方的

1 
鉴别应用

1.金锁固精丸的组方原理
(五)涩精止遗

九、固涩剂 2. 桑嫖蜡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缩泉丸的鉴别应用

1.固冲汤的组方原理 l 

(六)固崩止带 2. 固经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固冲汤的鉴别应用 1 

3. 易黄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完带汤的鉴别应用 1 

1.安神剂的适用范围
(一)概述

2. 安神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1.朱砂安神丸的组方原理
(二)重镇安神

2. 珍珠母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磁朱丸的鉴别应用 1 
十、安神剂

1.酸枣仁汤的组方原理 l 

( 三)滋养安神
2. 天王补心丹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柏子养心丸的鉴

别应用

3. 甘麦大枣汤的组方原理 l 

方剂学 1.开窍剂的适用范围 1 
(一)概述

2. 开窍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1 

1.安宫牛黄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牛黄清心丸的鉴

十一、开窍剂 ( 二)凉开 别应用

2. 至宝丹与安宫牛黄丸、紫雪的鉴别应用 l 

1.苏合香丸的组方原理 l 
( 三)温开

2. 紫金链的组方原理 1 

1.理气剂的适用范围
(一)概述

2 理气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1.越鞠丸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l 

2. 权、实蕴白桂枝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瓜萎在白白
1 

十二、 理气剂
酒汤、瓜萎麓自半夏汤的鉴别应用

(二)行气
3. 半夏厚朴汤的组方原理

4. 厚朴温中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理中丸的鉴别
1 

应用

5. 天台乌药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楠核丸的鉴别
1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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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二)行气 6. 暖肝煎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一贯煎的鉴别应用 1 

1.苏子降气汤的组方原理 1 

2. 定喘汤的组方原理

十二、理气剂 3 旋覆代精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吴菜英汤的鉴别
(三)降气 l 

应用

4. 桶皮竹茹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丁香柿蒂汤的鉴

别应用

1.理血剂的适用范围及配伍规律 l 
(一)概述

2. 理血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1 

1.桃核承气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下燎血汤的鉴别

应用

2. 血府逐燎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3. 补阳还五汤的组方原理 1 

4. 复元活血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血府逐痕汤的鉴

别应用

方齐学。 (二)活血怯痕 5. 七厘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活络效灵丹的鉴别
1 

应用
十三、理血剂

6. 温经汤的组方原理

7. 生化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温经汤的鉴别应用

8. 失笑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金铃子散的鉴别应用 l 

9 . 桂校夜苓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鳖甲煎丸的鉴别

应用

1.十灰散的组方原理 l 

2. 咳血方的组方原理 1 

(三)止血 3. 小翻饮子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导赤散的鉴别应用

4. 槐花散的组方原理

5. 黄土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归脾汤的鉴别应用

1.治风剂的适用范围 1 
(一)概述

2. 治风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l 
十四、治风剂

(二)疏散外风
1. )1113茶调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九味羌活汤的鉴

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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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2目 大秦荒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地黄饮子的鉴别
1 

应用

3. 牵正散的组方原理
(二)疏散外风

4. 小活络丹的组方原理

5 . 消风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防风通圣散的鉴别
1 

应用

十四 、 治风剂 1.辫角钩藤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紫雪的鉴别应用 l 

2. 镇肝熄风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建领汤的鉴别

应用

(三)平息内风 3 . 天麻钩藤饮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镇肝熄风汤的鉴
1 

别应用

4. 大定风珠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三甲复脉汤的鉴别

应用

1.治燥剂的适用范围
(一)概述

2. 治燥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l 

方剂
1.杏苏散的组方原理 1 

A司丘马, 
2. 桑杏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桑菊饮的鉴别应用 1 

( 二)轻宣外燥
3 . 清燥救肺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桑杏汤的鉴别

应用

十五、治燥剂 1.增液汤的组方原理及力[1减化裁

2. 麦门冬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炙甘草汤、 清燥救
1 

肺汤的鉴别应用

( 三)滋阴润燥 3. 益胃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玉液汤的鉴别应用

4 百合固金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咳血方的鉴别

应用

5 . 养阴清肺汤的组方原理 1 

1.桂湿剂的适用范围 l 
(一)概述

2. 桂湿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十六、法湿剂 l 平胃散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二)燥湿和胃 2. 霍香正气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香曹散的鉴别
l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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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1.茵陈商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 

2. 八正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小商饮子的鉴别应用 l 

3. 三仁汤的组方原理 1 

(三)清热桂温
4. 甘露消毒丹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三仁汤的鉴别

应用

5. 连朴饮的组方原理 l 

6. 二妙散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 

7 . 当归拈痛汤的组方原理

1.五苓散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2. 猪苓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五苓散的鉴别应用

十六、法?显剂 (四)利水渗湿 3. 防己黄茂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玉屏风散的鉴别
l 

应用

4. 五皮散的组方原理

1.苓桂术甘汤的组方原理 l 

2. 真武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 

方齐学。 (五)温化寒湿 3 . 实牌散的组方原理及其与真武汤的鉴别应用 1 

4. 草草草分清饮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桑螺峭散的鉴别

应用

1.羌活胜湿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九味羌活汤的鉴
1 

(六)法风胜湿 别应用

2. 独活寄生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法痰剂的适用范围及配伍规律 1 
( 一)概述

2. 桂痰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1 

1.二陈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1 

(二)燥湿化痰
2. 温胆汤的组方原理、 加减化裁及其与茜苓清胆

1 
汤的鉴别应用

十七、法痰剂
3. 夜苓丸的组方原理 1 

1.清气化痰丸的组方原理 l 

( 三)清热化痰 2. 小陷胸汤的组方原理及加减化裁

3. 滚痰丸的组方原理 1 

(四)润燥化痰 贝母瓜萎散的组方原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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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学科

方剂
学

1.三子养亲汤的组方原理

(五)温化寒痰 2. 苓甘五味姜辛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苓桂术甘汤

的鉴别应用
十七、法痰剂

1.止嗽散的组方原理

(六)治风化痰 2. 半夏白术天麻汤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天麻钩藤饮

的鉴别应用

1.消食剂的适用范围
(一)概述

2. 消食剂的应用注意事项

1.保和丸的组方原理

(二)消食化滞 2. 权实导滞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木香槟掷丸的鉴
十八、消食剂

别应用

1.健脾丸的组方原理及其与参苓臼术散的鉴别

(三)健牌消食 应用

2. ;fg、实消痞丸的组方原理

十九、驱虫剂 乌梅丸的组方原理

注:

1.组方原理指据证审机、立法遣药、合理配伍的逻辑联系。

2. 加减化裁主要是指 《大纲细则》 中涉及的常用加减、 附方。

3 . 鉴别应用指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在主治、组成、配伍、功用等方面的对比分析。

4. 凡大纲中涉及的方剂，考生均应掌握其组成、用法、功用、主治。

考试

科目

1 

1 

l 

1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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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相关专业知识

考试
单元 细

学科
目 要 ，点

考试

科目

1. 一般情况 2 

2. 主诉 2 

3. 现病史 2 
(一)问诊的内容

4. 既往史 2 

5 . 个人生活史 2 

6. 家族史 2 

1.问寒热的含义 2 
(二)问寒热

2. 寒热症状的常见类型、 临床表现及意义 2 

( 三)问汗 异常汗出的常见类型、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疼痛的性质及其临床意义 2 
(四)问疼痛

2. 疼痛的部位及其临床意义 2 
一、 问诊

中 (五)问头身胸腹 头晕、胸闷、心悸的l临床表现及意义 2 
医

切学断、〈 1.耳部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六)问耳目

2. 目部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七)问睡眠 失眠、嗜睡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口渴与饮水异常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八)问饮食口味 2. 食欲与食量异常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3. 口味异常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大便异常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九)问二便

2. 小便异常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月经异常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十)间经带

2. 带下异常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得神、少神、失神、假神的 11备床表现、相关鉴
2 

二、望诊 (一)望神 别及l临床意义

2. 神乱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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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1.常色的分类、临床表现及意义 2 

2 病色的分类、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二)望面色

3 五色主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及意义 2 

4. 望色十法的含义及具体内容 2 

(三)望形 形体强弱胖瘦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囚)望态 动静姿态、 异常动作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望头部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五)望头面

2. 望面部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望目部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一-、 坦且主t可9忌' 

2 望口与唇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六)望五官

3. 望齿与银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4. 望咽喉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望颈项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七)望躯体

2 望手足病变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中 1.皮肤色泽、形态异常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医 (八)望皮肤

飞寸断A艳在乡ι 2. 斑彦、 7.l<.炮 、 疮E荡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望痰、望涕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九)望排出物

2. 望呕吐物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一)舌诊原理 舌与脏腑、 经络、气血、津液的关系 2 

( 二)正常舌象 正常舌象的特点及临床意义 2 

1.舌色异常的表现特征及临床意义 2 

2. 舌形异常的表现特征及临床意义 2 
( 三)望舌质

3. 舌态异常的表现特征及临床意义 2 
三、 舌诊

4. 舌下络脉异常的表现特征及临床意义 2 

1.望苔质的内容及临床意义 2 
(四)望舌苔

2. 望苔色的内容及临床意义 2 

(五)舌质舌苔的综 1.舌质舌苔的综合分析 2 

合分析及临床意义 2. 舌诊的临床意义 2 

1.声音异常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2 

四、闻诊 (一)听声音 2. 语言异常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2 

3. 呼吸异常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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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点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4. 咳嗽异常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2 
(一)听声音

四、闻诊 5. 胃肠声音异常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2 

(二)嗅气味 口气、病室气味异常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2 

1.寸口诊法的部位、原理及寸口分候脏腑 2 

(一)诊脉概说 2. 诊脉方法 2 

3 脉象要素 2 

1.正常脉象的特点 2 
(二)正常脉象

2. 胃、神、根的含义 2 

五、脉诊 1.常见病脉的脉象特征及鉴别 2 
(三)常见病脉

2. 常见病脉的临床意义 2 

(四)相兼脉 常见相兼脉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2 I 

(五)真脏脉 真脏脉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2 

1.小儿正常脉象的特点 2 
(六)诊小儿脉

2. 常见小儿病脉的临床意义 2 

中 (…)按诊的方法与 1.按诊的手法 2 
医

意义
诊断~ 2. 按诊的意义 2 

1.按虚里的内容及临床意义 2 

六、按诊 2. 按院腹的内容及临床意义 2 

(二)按诊的内容 3. 按肌肤的内容及临床意义 2 

4. 按手足的内容及临床意义 2 

5. 按揄穴的内容及l临床意义 2 

1.表里证候的临床表现及鉴别要点 2 

2. 寒热证候的临床表现及鉴别要点 2 
(一)八纲基本证候

3. 虚实证候的临床表现及鉴别要点 2 

4. 阴阳证候的临床表现及鉴别要点 2 
七、八纲辨证

1.证候相兼的内容 2 

(二)八纲证候间的 2. 证候错杂的内容 2 

关系 3. 证候转化的内容 2 

4. 证候真假的内容及鉴别 2 

八、病性辨证 (一)六淫辨证
风淫证候、寒淫证候、暑淫证候、湿淫证候、燥

2 
淫证{庚、火淫证候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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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考试

学科
细 目 要 ，点

科目

1.阳虚证、阴虚证的l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二)阴阳虚损辨证

2. 亡阳证、亡阴证的l临床表现、鉴别要点及意义 2 

1.气虚类证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2. 血虚类证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3. 气滞类证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三)辨气血类证候 4. 血痕证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八、病性辨证

5. 血热证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6. 血寒证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7 . 气血同病类证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四)辨津液类证候
痰证、饮证、水停证、津液亏虚证的临床表现、

2 
证候鉴别与临床意义

(五)辨情志证候 喜证、怒证、 悲恐证、忧思证的临床表现及意义 2 

1.心病各证候的临床表现
(一)辨心病证候

2. 心病各证候的鉴别要点 2 

中 1.肺病各证候的临床表现 2 
医 (二)辨肺病证候
飞断极在扩 2. 肺病各证候的鉴别要点 2 

学 1.脾病各证候的临床表现 2 
( 三)辨脾病证候

2. 牌病各证候的鉴别要点 2 

1.肝病各证候的临床表现 2 
九、 脏腑辨证 (四)辨肝病证候

2. 肝病各证{庚的鉴别要点 2 

1.肾病各证候的临床表现 2 
(五)辨肾病证候

2 肾病各证候的鉴别要点 2 

1.腑病各证候的临床表现 2 
(六)辨腑病证候

2. 腑病各证候的鉴别要点 2 

(七)辨脏腑兼病 1.脏腑兼病各证候的临床表现 2 

ìlE候 2. 脏腑兼病各证候的鉴别要点 2 

1.太阳病证的辨证要点 2 

2. 阳明病证的辨证要点 2 
十、其他辨证

(一)辨六经病证 3. 少阳病证的辨证要点 2 
方法概要

4. 太阴病证的辨证要点 2 

5 . 少阴病证的辨证要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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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6. 厥阴病证的辨证要点 2 
(一)辨六经病证

7. 六经病证的传变 2 

1.卫分证的辨证要点 2 

2. 气分证的辨证要点 2 

中
(二)辨卫气营血病证医 十、 其他辨证 3. 营分证的辨证要点 2 

诊断学 方法概要 4. 血分证的辨证要点 2 

5. 卫气营血病证的传变 2 

1.上焦病证的辨证要点 2 

( 三)辨三焦病证 2. 中焦病证的辨证要点 2 

3. 下焦病证的辨证要点 2 

1.发热的病因 2 

2. 发热的 Ii备床表现 2 
( 一)发热

3. 发热的伴随症状 2 

4. 发热的问诊要点 2 

1.胸痛的病因 2 
(二)胸痛

2. 胸痛的问诊要点 2 

1.腹痛的病因 2 
( 三)腹痛

2. 腹痛的问诊要点 2 

1.咳嗽的病因 2 

诊学断 (四)咳i漱与咯痰
2. 咳嗽与咯痰的问诊要点 2 

一、症状学

基础 1.咯血的病因 2 

(五)咯血 2. 咯血的问诊要点 2 

3. 咯血与呕血的鉴别 2 

1.呼吸困难的病因 2 

2. 呼吸困难的临床表现 2 
(六)呼吸困难

3. 呼吸困难的伴随症状 2 

4. 呼吸困难的问珍要点 2 

1.发钳的病因与临床表现 2 
(七)发结

2. 发绵的问诊要点 2 

(八)水肿 1.水肿的病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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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点

考试

学科
目 要

科目

(八)水肿 2. 水肿的问诊要点 2 

1.恶心与呕吐的病因 2 
(九)恶心与呕吐

2. 恶心与呕吐的问诊要点 2 

1.呕血与黑便的病因 2 
(十)呕血与黑便

2. p区血与黑便的问诊要点 2 

1.腹泻的病因 2 
(十一) 腹泻

2. 腹泻的问诊要点 2 

1.黄瘟的分类及其特点 2 
(十二)黄瘟

一、症状学 2. 黄痕的问诊要点 2 

(十三)皮肤蒙古膜 1.皮肤秸膜出血的病因 2 

出血 2. 皮肤秸膜出血的问诊要点 2 

1.抽搞的病因 2 
(十四)抽擂

2. 抽撞的问诊要点 2 

l 意识障碍的病因 2 

诊f 断= 
2. 意识障碍的临床表现 2 

(十五)意识障碍
3. 意识障碍的伴随症状 2 

基
础 4. 意识障碍的问诊要点 2 

1.问诊的方法 2 
二、 问诊 问诊的方法及内容

2. 问诊的内容 2 

1.视诊 2 

2. 触诊 2 

( 一)基本检查法 3. 叩诊 2 

4. 听诊 2 

5. 嗅诊 2 

1.全身状态检查 2 
工、 检体诊断

( 二) 一般检查 2. 皮肤检查 2 

3. 淋巴结检查 2 

1.头颅检查 2 
( =)头部检查

2 头部器官检查 2 

1.颈部姿势与运动 2 
(四)颈部检查

2. 颈部皮肤、包块与血管检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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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3. 甲状腺检查 2 
(四)颈部检查

4. 气管检查 2 

1.胸部体表标志 2 

(五)胸壁及胸廓 2. 胸廓检查 2 

检查 3. 胸壁检查 2 

4. 乳房检查 2 

1.视诊 2 

2. 触诊 2 

(六)肺和胸膜检查 3. 叩诊 2 

4. 听诊 2 

5 . 肺与胸膜常见病的体征 2 

1.视诊 2 

2. 触诊 2 

(七)心脏、 血管 3. 叩诊 2 

诊断学
检查 4. 听诊 2 

三、 检体诊断 5. 血管检查 2 
基
础 6. 循环系统常见病的体征 2 

1.视诊 2 

2 . 触诊 2 

(八)腹部检查 3. 叩诊 2 

4. 听诊 2 

5. 腹部常见疾病的体征 2 

(九)旺门、直肠
脏门、直肠指诊 2 

检查

(十)脊柱与四肢 1.脊柱检查 2 

检查 2. 四肢检查 2 

l 中枢性与周围性面神经麻痹的鉴别方法 2 

2. 感觉功能检查 2 
(十一)神经系统

3 . 运动功能检查 2 
检查

4. 中枢性与周围性瘫痪的鉴别方法 2 

5 . 神经反射检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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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l 血红蛋白测定与红细胞计数 2 

2. 白细胞计数及分类计数 2 
(一)血液的一般

3 . 血小板检测 2 
检查

4. 网织红细胞计数 2 

5. 红细胞沉降率(血沉)检查 2 

1.毛细血管脆性试验 2 

2. 出血时间测定 2 
(二)血栓与止血

3. 凝血因子检测 2 
检查

4. D - 二聚体测定 2 

5. DIC 检查法 2 

( 三)血型鉴定与交 1. ABO 血型系统的临床意义 2 

叉配血试验 2. 交叉配血试验 2 

1.骨髓细胞学检查的临床意义 2 
(四)骨髓检查

2. 骨髓增生度分级 2 

Z学断、P 人 1.蛋白质代谢检查 2 

四、实验诊断 (五)肝脏病常用的 2 胆红素代谢检查 2 
基

实验室检查础 3. 常用血清酶检查 2 

4. 病毒性肝炎标志物检测的临床意义 2 

1.内生肌黯清除率测定 2 

2. 血肌西干测定 2 

3. 血清尿素氮测定 2 
(六)肾功能检查

4. 血清尿酸测定 2 

5. 血浆二氧化碳结合力测定 2 

6 . 浓缩稀释试验的临床意义 2 

1.血清饵测定 2 

2. 血清饷测定 2 

3. 血清氯测定 2 

(七)常用生化检查 4. 血清钙测定 2 

5. 血清铁测定 2 

6. 血糖测定 2 

7 . 糖耐量试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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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点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七)常用生化检查 8. 血脂检查 2 

1.血清淀粉酶测定 2 
(八)酶学检查

2. 血清心肌酶检测 2 

1.肌钙蛋白 T 测定 2 

(九)心肌蛋白检测 2. 肌钙蛋白 I 测定 2 

3 . 肌红蛋白测定 2 

1.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的临床意义 2 

2. 血清补体测定的临床意义 2 

3. 抗链球菌溶血素 "0" 测定 2 

4. 自身抗体检查的临床意义 2 

5 . 肥达反应检测的临床意义 2 
(十)免疫学检查

6. 梅毒血清学检查的临床意义 2 

7. 艾滋病病毒抗体测定的临床意义 2 

8 . 肿瘤标志物检测的临床意义 2 

诊学断 9. 循环免疫复合物测定的临床意义 2 

四、实验诊断 10. C 反应蛋白测定的临床意义 2 
基
础 1.正常尿液各种检查表现 2 

2. 尿液一般性状各项检查异常的临床意义 2 

(十一)尿液检查 3. 尿液化学检查异常的临床意义 2 

4. 尿液镜检异常的临床意义 2 

5. 尿沉渣计数的临床意义 2 

1.粪便一般性状检查 2 

2. 粪便显微镜检查 2 
(十二)粪便检查

3. 粪便化学检查 2 

4. 粪便细菌学检查 2 

1.痰液标本收集 2 

(十三)痰液检查 2. 痰液一般性状检查 2 

3 . 痰液显微镜检查 2 

(十四)浆膜腔穿刺 1.浆膜腔穿刺液检查 2 

液检查 2. 渗出液与漏出液鉴别 2 

(十五)脑脊液检查 1 脑脊液检查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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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学科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科目

(十五)脑脊液检查 2. 常见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脑脊液特点 2 

1.阴道分泌物检查 2 
四、实验诊断 (十六)生殖系统体

2. 精液检查 2 
液检查

3. 前列腺液检查 2 

1.常用心电图导联 2 

2. 心电图测量方法 2 

3. 心电图各波段的正常范围和临床意义 2 

4. 平均心电轴 2 
(一)心电图检查

5. 房、 室肥大的心电图表现 2 

6. 心肌缺血与心肌梗死的心电图表现 2 

7. 常见心律失常的心电图表现 2 

8. 心电图负荷试验适应证和禁忌证 2 

五、器械检查 1.肺容积检查 2 

2. 肺容量检查 2 

气寸断且g伊三忌: 
3 通气功能检查 2 

(二)肺功能检查
4. 换气功能检查 2 

基
5 . 血气分析及酸碱度测定 2 础

6. 常见酸碱平衡紊乱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2 

1.上消化道内镜检查 2 

(三)内镜检查 2. 下消化道内镜检查 2 

3.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2 

(一)超声诊断 超声诊断的临床应用 2 

1.呼吸系统病变的基本 X 线表现 2 

2. 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 X 线及 CT 表现 2 

3. 循环系统常见疾病的 X线及 CT 表现 2 

4. 消化系统疾病的 X线检查方法 2 

六、影像诊断
5 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 X 线、 CT 及磁共振检查(二)放射诊断 2 
表现

6. 泌尿系统常见疾病的 X 线、 CT 及磁共振检查
2 

表现

7. 骨与关节基本病变的 X 线、 CT 及磁共振检查
2 

表现
L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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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8. 骨与关节常见疾病的 X线、口及磁共振检查表现 2 

诊学断 (二)放射诊断
9. 中枢神经系统常见疾病的 X 线、 CT 及磁共振

2 
检查表现

六、影像诊断
10.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临床意义 2 基

础
(三)放射性核素 1.甲状腺吸m串起功能测定 2 

诊断 2. 血清甲状腺素和促甲状腺激素测定 2 

(一)传染病流行过 1.传染病流行过程 2 

程与特征 2. 传染病的特征 2 

一、 传染病学 1 传染病的诊断 2 

总论 (二)传染病的诊治 2 传染病的治疗 2 

与预防 3. 传染病的预防 2 

4. 近几年所发传染病的中医认识 2 

1.病原学 2 

2. 流行病学 2 

3. 病机病理 2 

4. 临床表现 2 
(一)病毒性肝炎

5. 实验室检查及其他检查 2 

6. 诊断与鉴别诊断 2 

传染草 7. 治疗 2 

8. 预防 2 

1.病原学 2 

二、常见传 2. 流行病学 2 

染病 3. 病机病理 2 

(二)肾综合征出 4. 临床表现 2 

血热 5. 实验室检查 2 

6. 诊断与鉴别诊断 2 

7. 治疗 2 

8. 预防 2 

1.病原学 2 

2. 流行病学 2 
(三)艾滋病

3. 病机病理 2 

4. 临床表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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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考试

学科
细 目 要 ，点

科目

5 . 实验室检查及其他检查 2 

6. 诊断 2 
(三)艾滋病

7 . 治疗 2 

8. 预防 2 

1.病原学 2 

2. 流行病学 2 

3. 病机病理 2 

4. I临床表现 2 
(四)流行性感冒

5. 实验室检查 2 

6. 诊断与鉴别诊断 2 

7 . 治疗 2 

8. 预防 2 

1.病原学 2 

2. 流行病学 2 

传染病学
3. 病机病理 2 

二、常见传
4 临床表现

染病
(五)流行性脑脊髓 2 

膜炎 5. 实验室检查 2 

6. 诊断与鉴别诊断 2 

7 . 治疗 2 

8. 预防 2 

1.病原学 2 

2. 流行病学 2 

3. 病机病理 2 

4. 临床表现 2 
(六)伤寒

5. 实验室检查

6. 诊断与鉴别诊断 2 

7. 治疗 2 

8. 预防 2 

1.病原学 2 

(七)细菌性嗣疾 2. 流行病学 2 

3. 病机病理 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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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4. 临床表现 2 

5. 实验室检查 2 

(七)细菌性荆疾 6. 诊断与鉴别诊断 2 
二、常见传

7. 治疗 2 
染病

传染病学 8. 预防 2 

(八)近年新发、 多 1.近年新发的传染病概况 2 

发传染病 2. 近年多发的传染病概况 2 

1.消毒 2 

三、 医院感染 消毒与隔离 2. 隔离 2 

3. 医院感染的预防 2 

1.心理学的内容 2 

一、 心理学基 2. 认识过程:感觉、知觉、 记忆、 想象和注意 2 

础知识
人的心理现象

3. 情感过程:情绪和情感的定义、分类和作用 2 

4. 个性的定义、 内容和个性心理特征 2 

1.应激、应激源及种类 2 

二、 心理应激 应激反应 2. 中介机制和应激反应 2 

3. 应对与心理防御机制 2 

1.心身疾病的特点 2 

(一)心身疾病的概述 2. 心身疾病的诊断要点 2 

医
3. 心身疾病的治疗原则 2 

吃~ι 三、 心身疾病

J[;、
1. 1临床典型的心身疾病 2 

理 (二)临床心身相关
2. 睡眠障碍与疼痛心理 2 

学 问题
3. 妇科和儿科心身疾病 2 

1.心理障碍的判断标准 2 
(一)心理障引导的概主

2. 心理障碍的分类 2 

1.神经症性障碍的临床特征与常见症状 2 

四 、 心理障碍 (二)神经症性障碍 2. 临床常见神经症性障碍:焦虑症、 抑郁症 、 恐
2 

惧症、 强迫症 、 神经衰弱

( 三)其他类型的心 1.人格障碍及类型 2 

理障碍 2. 行为不良 2 

1.心理健康的意义 2 
五、 心理健康 (一)心理健康概述

2. 心理健康的标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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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学科
细 自 要 点

考试

科目

1.不同年龄的心理健康:婴幼儿、 儿童期、青春
(二)心理健康的 2 

五、心理健康 期、中年期和老年期
发展

2. 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家庭、学校和职业 2 

1.病人角色 2 

医
(一)病人的心理 2. 病人的心理需要 2 

学
J心 问题 3. 病人的一般心理问题 2 
理
学 六、病人心理

4. 各类病人的心理特点:门诊、住院和手术病人 2 
与医患关系

1.医患关系的模式与重要性 2 

(二)医患关系 2 医务人员的心理素质培养 2 

3 . 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沟通技巧 2 

(一)中国医学的道 1.中国医学道德规范 2 

一、 医学的道 德传统 2. 中国古代医学家的道德风范 2 

德传统 (二)外国医学的道 1.外国医学道德规范 2 

德传统 2. 外国医学家的道德风范 2 

1.不伤害原则 2 

(一)医学伦理学的 2. 有利原则 2 

基本原则 3 . 尊重原则 2 

二、 医学伦理
4. 公正原则 2 

学的基本原则

与范畴
1.权利与义务 2 

(二)医学伦理学的 2. 情感、良心 2 
医
气~ιa 基本范畴 3 . 审慎、保密 2 
伦
理 4. 荣誉与幸福 2 
学

1.询问病史的道德要求 2 

(一)临床诊断的道 2. 体格检查的道德要求 2 

三、 临床诊疗 德要求 3. 辅助检查的道德要求 2 

的道德要求 4. 会诊的道德要求 2 

(二) 临床治疗的道 1.药物治疗的道德要求 2 

德要求 2. 非药物治疗的道德要求 2 

1.卫生防疫的道德内涵 2 
(一)卫生防疫道德

四、疾病预防 2. 卫生防疫的道德要求 2 

的道德要求 (二)中医"治未病" 1.治未病"理论 2 

理论的道德内涵 2. 治未病"实践的道德准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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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B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1.有利于医学和社会发展 2 

(一)人体试验的道 2. 维护受试者利益 2 

五、医学研究 德准则 3. 受试者知情同意 2 

道德 4. 严谨的科学态度 2 

(二)医学研究的伦 1.伦理审查程序 2 

理审查 2. 利益冲突的预防 2 
医

1.医德修养含义 2 
学伦

六、医德修养
(一)医德修养

2 医德修养的途径、方法
理

2 

学 与评价 1.医德评价及标准 2 
(二)医德评价

2. 医德评价方式 2 

(一)医疗机构从业
总则

七、医疗机构
2 

人员行为规范总则

从业人员行为 (二)医疗机构从业
基本行为规范 2 

规范 人员基本行为规范

(三)医师行为规范 具体行为规范 2 

1.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 2 
(一)卫生法中的民

2. 民事责任的构成 2 
事责任

3 .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2 I 

一、卫生法中 1.行政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 2 

的法律责任
(二)卫生法中的行

2. 行政责任的构成 2 
政责任

3. 行政责任的形式 2 

( 二)卫生法中的刑 1.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 2 

事责任 2. 刑事责任的构成 2 

1.执业医师享有的权利 2 

2. 执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履行的义务 2 

卫
(一) ~中华人民共

3. ~执业医师法》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提出的法
生 和国执业医师法》 2 

法规 定要求

4. ~执业医师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2 

1.药品必须符合法定要求 2 

二、相关卫生 2. 假药和劣药 2 

法律法规 (二) ~中华人民共 3. 特殊管理的药品 2 

和国药品管理法》 4. ~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对医疗机构
2 

及其人员的有关规定

5. ~药品管理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2 

1.法定传染病的分类 2 
(三) ~中华人民共

2. 传染病防治方针与管理原则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 

3 . 传染病预防与疫情报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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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目 ，点

考试

学科
要

科目

4. 传染病疫情控制措施及医疗救治 2 
( 三 ) ~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5 . 相关机构及其人员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有关

2 
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 2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信息发布 2 
(四) ~突发公共卫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 2 
生事件应急条例》

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规定的法律
2 

卫
责任

生 二、相关卫生
1.医疗事故的处理原则与分级

法规
2 

法律法规 (五) ~医疗事故处
2. 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 2 

理条例》
3. 医疗事故的处理 2 

1. ~ 中医药条例》 制定目的与适用范围 2 

2. 国家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 2 

(六) ~中华人民共 3. 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原则与中医药现代化 2 

和国中医药条例》 4. 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 2 

5. 中医药教育与科研 2 

6. 中医药发展的保障措施 2 



.46. 中医内科专业

第三、四部分 专业知识与专业实践能力

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1.概述 3 

2 . 病因病机 3 

(一)感冒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二)咳嗽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中 7 . 预防调护 3 、 4

医
1.概述 3 

科学内 一、 肺系疾病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 三)哮病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四)喘证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 辨证论治 3 、 4

6 商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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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五)肺痛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一、肺系疾病 (六)肺窃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中
医 2. 病因病机 3 

科学内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七)肺胀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 一)心悸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二、心系疾病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二)胸痹(附:真 2. 病因病机 3 

心痛)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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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自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5. 辨证论治 3 、 4

(二)胸痹(附:真

心痛)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三)不寐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四)癫狂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中
医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科学内 二、 心系疾病
(五)瘸病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六)痴呆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七) 厥证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预防调护 3 、 4



大 纲 .49. 

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一)胃痛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二)痞满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1

5.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 三)呕吐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中
4. 辨证论治 3 、 4

医 5. 预防调护 3 、 4

科学内 三、脾胃病证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四)噎脯 3 .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五)昵逆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六)腹痛
3 .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预防调护 3 、 4



.50. 中医内科专业

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l 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七)泄泻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 脾胃病证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八)荆疾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中 1.概述 3 
医

科内 2. 病因病机 3 

学 (九)便秘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一)胁痛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四、肝胆疾病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二)黄瘟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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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三)积聚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四)鼓胀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1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中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医 (五)头痛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科内 四 、 肝胆疾病
5. 辨证论治 3 、 4

学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 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六)眩晕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 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七)中风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52. 中医内科专业

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七)中风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囚、肝胆疾病

(八)瘦病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 一)水肿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中
7. 预防调护 3 、 4

医 1.概述 3 

科学内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五、肾系病证 (二)淋证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 三)瘾闭(附:关

格)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四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六、 气血津液

(一 ) 郁证 2. 病因病机 3 
病证

3 .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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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单元 细 要 ，点

考试

学科
目

科目

4. 辨证论治 3 、 4
(一)郁证

5.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二)血证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三)痰饮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 辨证论治 3 、 4

中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医 六、气血津液 7. 预防调护 3 、 4

科学内 病证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四)消渴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五)自汗、盗汗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 预防调护 3 、 4

1 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六)内伤发热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4. 中医内科专业

考试
单元 细 目 要 ，点

考试

学科 科目

(六)内伤发热 5.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七)虚劳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预防调护 3 、 4

六、气血津液
1.概述 3 

病证
2. 病因病机 3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八)癌病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中
医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科f 且内ι (一)痹证 4. 西医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3 、 4

5 . 辨证论治 3 、 4

6. 西医相关疾病的西医治疗 3 、 4

7.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七、 肢体经络
2. 病因病机 3 

病证
(二)瘟证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病因病机 3 

( 三)瘦证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四)颤证

2. 病因病机 3 

一



大 纲 • 55 • 

考试
单元 ，点

考试

学科
细 目 要

科目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四)颤证 4. 辨证论治 3 、 4

5. 预防调护 3 、 4

七、肢体经络 1.概述 3 

病证 2. 病因病机 3 

(五)腰痛 3. 诊断和类证鉴别 3 、 4

4. 辨证论治 3 、 4

5. 预防调护 3 、 4

1.概述 3 

2. 中医诊断 3 

(一)脱证 3. 西医诊断与鉴别诊断 3 、 4

4. 西医治疗 3 、 4

5. 辨证救治 3 、 4

1.概述 3 

中 2. 中医诊断 3 、 4
医

科寸A内ι A 

3. 西医诊断与鉴别诊断 3 、 4
(二) 神昏

4. 治疗原则 3 、 4

5. 西医治疗 3 、 4

6. 辨证救治 3 、 4

八、常见急症 1 概述 3 

2. 西医诊断 3 、 4

(三)猝死(心脏骤

停与心脏性猝死)
3. 治疗原则 3 、 4

4. 西医治疗 3 、 4

5. 中医辨证治疗 3 、 4

1.概述 3 

2. 中毒原因和分类 3 、 4

(四)急性中毒概论 3. 诊断与鉴别诊断 3 、 4

4. 西医处理 3 、 4

5 辨证救治与常用解毒中药 3 、 4

1.概述 3 
(五)急性有机磷中毒

2. 诊断与鉴别诊断 3 、 4



.56. 中医内科专业

考试
单元 细 自 要 ，~ 

考试

学科 科目

3 西医处理 3 、 4
(五) 急性有机磷中毒

4. 辨证救治 3 、 4

1.概述 3 

(六)急性一氧化碳 2. 诊断 3 、 4
中

中毒医 3. 西医处理 3 、 4

科学内 八、常见急症
4. 辨证救治 3 、 4

1.概述 3 

2. 诊断 3 、 4
(七)急性酒精中毒

3. 西医处理 3 、 4

4. 辨证救治 3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