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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大纲》包括相关基本知识、医学基本知识、中医学基

本知识 3 部分。主要适用于省政府序列卫生事业单位公开考试招

聘卫生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公共科目笔试。其他省属事业单位卫生

专业技术岗位是否使用本《大纲》，由主管部门研究确定。 

根据国家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对临床医学专业考生需掌握中

医学基本知识的要求，临床医师和中医（药）师岗位考试范围涵

盖《大纲》全部内容（其中，第三部分内容占卷面分值的 10%左

右）；其他卫生专业技术岗位考试范围限《大纲》第一、二部分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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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相关基本知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知识 

（一）基本概念 

1、国体 

2、政体 

3、公民 

(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主要内容 

(三)相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传染病防治相关知识 

（一）基本概念 

1.传染病人、疑似传染病人 

2.病原携带者 

3.疫点、疫区 

4.菌种、毒种 

5.医院感染 

6.医源性感染 

7.消毒 

(二)法定传染病的种类和分类 

(三) 疫情报告时间和方式 

(四) 疫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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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的措施 

2.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传染病疫情或者接到传染病疫情

报告时，应当及时采取的措施 

(五)相关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三、医疗机构管理相关知识 

（一）基本概念 

1.卫生技术人员 

2.诊疗活动 

3.医疗技术 

4.技术规范 

5.医疗美容 

6.处方 

7.病历 

（二）医疗机构的管理 

1.医疗机构执业的规定 

2.医疗技术的分类分级管理的规定 

3.处方权获得的规定 

4.病历书写的基本要求 

（三）相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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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3.《处方管理办法》 

4.《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5.《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四、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执业相关知识 

 (一) 基本概念 

1.医师 

2.护士 

3.执业地点 

(二)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执业的管理 

1.医师资格考试的条件 

2.医师资格考试的类别 

3.医师执业注册的条件 

4.医师执业不予注册、注销注册的情形规定 

5.护士执业注册的条件 

(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执业行为的管理 

1.医师的权利和义务 

2.护士的权利和义务 

（四）相关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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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士条例》 

3.《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 

4.《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相关知识 

（一）基本概念 

1.突发事件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二）突发事件的分级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 

（五）相关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六、血液管理相关知识 

（一）基本概念 

1.血液制品 

2.原料血浆 

（二）医疗机构接收血站发送的血液后，对血袋标签核对的

主要内容 

（三）相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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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2.《血液制品管理条例》 

3.《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 

 

七、母婴保健相关知识 

（一）产前诊断的概念 

（二）婚前保健服务的主要内容 

（三）孕产期保健服务的主要内容 

（四）相关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八、医疗事故处理相关知识 

（一）医疗事故的概念 

（二）医疗事故的分级 

（三）医疗事故的处置、鉴定和赔偿 

（四）相关依据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九、中医药相关知识 

（一）中医医疗机构的概念 

（二）中医从业人员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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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十、基本药物制度相关知识 

 (一)基本药物的概念 

(二)不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范围的药品 

（三）相关依据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 

 

十一、侵权责任相关知识 

（一）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尽的义务 

（二）患者有损害，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规定 

（三）患者有损害，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规定 

（四）相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十二、思想道德修养相关知识 

(一)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1.公民道德的概念 

2.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二)社会公德 

1.社会公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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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公德主要内容 

(三)职业道德 

1.职业道德的概念  

2.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十三、职业能力与时事知识 

通过对应考者的知识与基本技能、言语理解与表达、判断推

理、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的测试，考察应考者的应知应会能力、

逻辑推理判断能力、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数据判断与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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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医学基本知识 

十四、人体解剖学知识 

(一)概述 

1.解剖学姿势和方位术语，人体的轴与面 

2.人体的分部与器官系统 

(二)运动系统 

1.运动系统的组成 

2.骨的分类、构造、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 

3.躯干骨、上肢骨和下肢骨的组成 

4.骨连接的分类，关节的基本构造和辅助结构，关节的运动，

关节的分类 

5.肌的构造、形态和分群 

(三)内脏系统 

1.内脏的组成，胸部的主要表面标志线和腹部的分区 

2.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的组成 

(四)脉管系统 

1.心血管系统的组成，体循环和肺循环的概念 

2.心的位置、外形和构造 

3.动脉的特点 

4.静脉的特点 

5.淋巴系统的组成 

(五)感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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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觉器的概念和分类 

2.视器的组成和构造 

3.耳的分部和构造 

(六)神经系统 

1.神经系统的分区和组成，反射弧的基本组成 

2.灰质、白质、皮质、髓质、神经核、神经节、神经束和网

状结构的概念 

3.中枢神经系统与周围神经系统的区别 

4. 内脏神经与躯体神经的区别 

(七)内分泌系统 

1.内分泌腺的概念 

2.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的形态和位置 

 

十五、组织学知识 

(一)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1.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 

2.细胞质的结构和功能 

3.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 

(二)上皮组织 

1.上皮组织的分类 

2.上皮组织的结构特征 

3.上皮组织的分布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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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缔组织 

1.结缔组织的分类 

2.结缔组织的结构特征 

3.结缔组织的分布和功能 

(四)血液 

1.血液的组成 

2.血细胞的分类、形态、结构和功能 

(五)软骨和骨 

1.软骨的结构和功能 

2.骨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六)肌组织 

1.肌组织的分类 

2.各类肌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七)神经组织 

1.神经组织的组成、结构特征和功能 

2.神经元的形态、结构和功能 

3.化学性突触的结构和功能 

(八)循环系统 

1.心脏的传导系统 

2.血管壁的一般结构和功能 

3.各类血管的结构特征和功能 

(九)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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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肤的分层 

2.皮肤的结构 

(十)免疫系统 

1.免疫系统的组成和分布 

2.主要免疫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十一)内分泌系统 

1.内分泌腺的结构特征和功能意义 

2.甲状腺、肾上腺和脑垂体的结构和功能 

(十二)消化管 

1.胃的结构和功能 

2.小肠的结构和功能 

3.胰腺的结构和功能 

4.肝的结构和功能 

(十三)呼吸系统 

1.呼吸道的结构和功能 

2.肺泡的结构和功能 

3.气血屏障的组成 

(十四)泌尿系统 

1.肾的结构和分部 

2.肾实质的组成 

(十五)生殖系统 

1.睾丸的一般结构，睾丸各类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15－ 

2.卵巢的周期性和年龄变化 

 

十六、生理学知识 

(一)生理学概述 

1.机体的内环境与稳态的概念 

2.生理功能的调节方式 

3.体内的反馈控制系统 

(二)细胞的基本功能 

1.细胞膜的跨膜物质转运功能 

2.细胞膜的跨膜信号转导功能 

3.细胞的生物电活动 

(三)血液的功能 

1.血液的基本组成和理化特性 

2.生理性止血的基本过程 

3.血型的概念和分型依据，输血原则 

(四)血液循环 

1.心脏的泵血原理 

2.动脉血压的概念、形成原理和影响因素 

3.组织液的生成和回流的原理 

4.静脉血压与静脉回流 

(五)呼吸 

1.呼吸和呼吸各环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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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肺通气的原理 

3.肺换气和组织换气的原理 

4.气体运输的形式 

(六)消化和吸收 

1.消化和吸收的概念 

2.各种消化液的性质、成分和作用 

3.各段消化道运动的形式和作用 

4.营养物质吸收的主要部位 

(七)能量代谢与体温 

1.能量代谢和基础代谢的概念 

2.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3.体温的概念和生理变动 

(八)肾的尿生成功能 

1.尿生成的基本过程 

2.影响尿生成的因素 

(九)感觉器官的功能 

1.感受器的一般生理特性 

2.眼的折光功能和感光功能 

3.外耳和中耳的传音功能，内耳的感音功能 

(十)神经系统的功能 

1.神经纤维传导兴奋的特点 

2.化学性突触传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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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异性投射系统与非特异性投射系统的功能 

4.脊髓、脑干和大脑皮层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十一)内分泌 

1.激素的概念 

2.激素作用的一般特征 

3.下丘脑-腺垂体-靶腺轴的功能 

 

十七、生物化学知识 

(一)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1.蛋白质的分子组成 

2.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3.蛋白质的理化性质 

(二)核酸的结构与功能 

1.核酸的分类、化学组成和结构 

2.核酸的生物学功能 

(三)酶 

1.酶的分子结构 

2.酶促反应的特点 

3.酶活性的调节 

(四)糖代谢 

1.糖的无氧氧化和有氧氧化 

2.糖原的合成与分解的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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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糖异生的概念和意义 

4.血糖的相对恒定及其调节 

(五)脂类代谢 

1.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的代谢 

2.血浆脂蛋白代谢  

十八、病理生理学知识 

(一)疾病概述 

1.健康和疾病的概念 

2.疾病发生的原因、条件、基本规律、基本机制和转归 

(二)水和电解质代谢紊乱 

1.脱水的概念和类型 

2.水肿的概念和分类 

3.低钾、高钾血症的概念和对机体的影响 

(三)酸碱平衡和酸碱平衡紊乱 

1.反映血液酸碱平衡的常用指标 

2.代谢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和对机体的影响 

3.呼吸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和对机体的影响 

4.代谢性碱中毒的概念、原因和对机体的影响 

5.呼吸性碱中毒的概念、原因和对机体的影响 

(四)缺氧 

1.缺氧的概念和分类  

2. 常用的血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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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热 

1.发热的概念 

2.发热激活物的概念和种类 

3.内生致热原的概念和种类 

(六)应激 

1.应激的概念 

2.应激原的概念和分类 

3.应激的全身性反应 

4.细胞应激反应 

(七)疼痛 

1.疼痛的概念 

2.疼痛的效应 

3.疼痛的分类 

4.疼痛的生物学意义 

(八)休克 

1.休克的概念 

2.休克的病因 

3.休克的分类 

 

十九、医学微生物学知识 

(一)细菌学 

1.细菌的分类、大小、形态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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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菌的致病性、毒力和侵袭力 

3.常用灭菌方法 

(二)病毒学 

1.病毒的大小、形态、结构和化学组成 

2.干扰素的定义、分类和作用 

(三)真菌学 

1.真菌的形态和结构 

2.真菌的致病性和免疫性 

 

二十、人体寄生虫学知识 

(一)寄生虫的分类、宿主、生活史和致病作用 

1.寄生虫的分类 

2.寄生虫的宿主 

3.寄生虫的生活史 

4.寄生虫的致病作用 

(二)寄生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1.寄生虫病流行的环节 

2.影响寄生虫病流行的因素 

3.寄生虫病流行的特点 

4.寄生虫病的防治原则 

 

二十一、医学免疫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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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疫细胞 

1.免疫细胞的概念和种类 

2.T 细胞和 B细胞的表面标记和功能 

(二)免疫球蛋白 

1.抗体与免疫球蛋白的概念和区别 

2.免疫球蛋白的结构、功能区和水解片段 

(三)补体系统 

1.补体的概念、特点、组成和生物学作用 

2.补体系统的激活过程 

(四)细胞因子 

1.细胞因子的概念和分类 

2.细胞因子的作用方式和特点 

 

二十二、药理学知识 

(一)药物效应动力学 

1.药物的基本作用 

2.药物剂量与效应的关系 

3.药物作用的机制 

(二)药物代谢动力学 

1.药物的跨膜转运 

2.药物的体内过程 

3.药代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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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药物效应的因素 

1.影响药物效应的药物方面的因素 

2.影响药物效应的机体方面的因素 

 

二十三、病理学知识 

(一)细胞和组织的适应与损伤 

1.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伤、萎缩、肥大、增生和化生的概

念 

2.细胞和组织损伤的形态学变化 

3.坏死的概念、类型、形态学变化和结局 

(二)损伤的修复 

1.再生与修复的概念 

2.肉芽组织的概念、形态特点、功能和结局 

3.创伤愈合的基本过程 

(三)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1.充血、血栓形成、栓塞和梗死的概念 

2.充血、血栓形成、栓塞和梗死的原因、基本病理过程、病

理改变和结局 

(四)炎症 

1.炎症的概念、基本病变、过程和结局 

2.炎症的常见类型 

3.炎症的局部表现和全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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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肿瘤 

1.肿瘤的概念 

2.肿瘤的一般形态和结构 

3.肿瘤的生长与扩散 

4.肿瘤对机体的影响 

 

二十四、医学心理学知识 

(一)概述 

1.医学心理学的定义、范围、性质和目的 

2.医学模式的转变 

(二)心理评估 

1.心理评估的概念和作用 

2.心理评估的方法 

3.心理评估的一般过程 

(三)心理应激与心身疾病 

1.应激与心理应激的概念 

2.应激源(生活事件)的分类 

3.应激的反应 

4.心身疾病 

(四)健康行为 

1.健康行为的概念 

2.影响健康行为的因素 



 

 －24－ 

3.改变损害健康行为 

4.促进健康行为的医疗政策与社会健康计划 

(五)病人心理 

1.病人与病人角色 

2.病人心理 

(六)医患关系 

1.医生的角色与心理 

2.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二十五、医学伦理学知识 

（一）医学道德 

1.医学道德的内涵 

2.医学道德的特点 

3.医学道德的作用 

（二）医学伦理学 

1.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2.医学伦理学的基本规范 

 

二十六、循证医学知识 

(一)概述 

1.循证医学的定义 

2.循证医学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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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循证医学的特点 

(二)循证医学实践的基本条件、步骤和方法 

1.基本条件 

2.基本步骤 

3.基本方法 

(三)循证医学证据的分类、分级和推荐 

1.循证医学证据的分类 

2.循证医学证据的分级 

3.循证医学证据的推荐 

(四)循证医学证据的来源与检索 

1.循证医学证据的来源 

2.循证医学证据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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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医学基本知识 

二十七、中医基础理论知识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1.精气学说 

2.阴阳学说 

3.五行学说 

4.中医学思维方法的特点 

(二)精气血津液神 

1.精 

2.气 

3.血 

4.津液 

5.神 

6.精气血津液神之间的关系 

(三)藏象 

1.藏象学说概述 

2.五脏 

3.六腑 

4.奇恒之腑 

5.脏腑之间的关系 

(四)经络 

1.经络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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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络系统的组成 

3.十二经脉的名称 

4.十二经脉的走向交接规律 

5.十二经脉的分布规律 

6.十二经脉的表里关系 

(五)病因   

1.六淫的概念及共同致病特点 

2.六淫各自的性质和致病特征 

3.疬气的基本概念 

4.疬气的致病特点 

5.影响疬气产生的因素 

6.七情的基本概念 

7.七情与内脏精气的关系 

8.七情内伤的致病特点 

9.饮食失宜 

10.饮食不节 

11.饮食不洁 

12.饮食偏嗜 

13.过劳 

14.过逸 

15.痰饮 

16.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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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结石 

18.外伤 

19.诸虫 

20.药邪 

21.医过 

22.先天因素 

(六)病机 

1.邪正盛衰 

2.阴阳失调 

3.精气血的失常 

4.津液代谢失常 

5.内生“五邪” 

6.疾病传变的形式 

7.影响疾病传变的因素 

(七)防治原则 

1.未病先防 

2.既病防变 

3.正治与反治 

4.治标与治本 

5.扶正与祛邪 

6.调整阴阳 

7.调理精气血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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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三因制宜 

二十八、中医诊断学知识 

(一)问诊 

1.问诊的意义和方法 

2.问诊的内容 

(二)望诊 

1.全身望诊 

2.局部望诊 

3.望排出物 

4.望小儿指纹 

(三)舌诊 

1.舌诊概述 

2.望舌质 

3.望舌苔 

4.舌象分析与舌诊意义 

(四)闻诊 

1.听声音 

2.嗅气味 

(五)脉诊 

1.脉诊概述 

2.正常脉象 

3.病理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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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脉诊的临床运用及意义 

(六)按诊 

1.按诊的方法和意义 

2.按诊的内容 

(七)八纲辨证 

1.八纲基本证候 

2.八纲证候间的关系 

3.八纲辨证的意义 

(八)病性辨证 

1.辨六淫证候 

2.辨阴阳虚损证候 

3.辨气血证候 

4.辨津液证候 

5.辨情志证候 

(九)脏腑辨证 

1.辨心病证候 

2.辨肺病证候 

3.辨脾病证候 

4.辨肝病证候 

5.辨肾病证候 

6.辨腑病证候 

7.辨脏腑兼病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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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辨证方法概要 

1.六经辨证概要 

2.卫气营血辨证概要 

3.三焦辨证概要 

4.经络辨证概要 

 

二十九、方药学知识 

(一)药性理论  

1.四气  

2.五味  

3.升降浮沉  

4.归经  

5.毒性  

(二)中药的配伍和使用  

1.中药配伍原则  

2.中药配伍的禁忌 

3.中药的用药禁忌  

4.中药的剂量与用法 

(三)方剂与治法 

1.治法概述 

2.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3.常用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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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剂的组成变化与剂型服法 

1.方剂的配伍目的 

2.方剂组成的基本结构 

3.方剂的变化形式 

4.方剂的剂型 

5.方剂的服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