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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技能考试大纲 
 

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一单元 

医师职业素养 

一、医德医风   

二、沟通能力   

三、人文关怀   

第二单元 

维医思维与诊疗

能力 

一、维医五诊信息采集 观、问、听、切、嗅  

二、诊断与鉴别诊断   

三、辨质论治   

四、预防与调护   

第三单元 

维医操作技能 

一、维医辨质方法 异常体液质的辨质  

二、常见急性病症的外治

疗法 

1.头痛 外敷疗法 

2.眩晕 放血疗法 

3.落枕 拔罐疗法 

4.中风 放血疗法 

5.心悸 催吐疗法 

6.心痛病 外敷疗法 

7.喘病 雾化疗法 

8.呕吐 针灸疗法 

9.胃痛 外敷疗法 

10.泻病 止泻灌肠 

11.痛经 热敷疗法 

12.关节脱位 手法复位 

13.牙痛 漱口疗法 

14.高热 冷化疗法 

15.腰肌扭伤 推拿疗法 

16.常见骨折 手法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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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三单元 

维医操作技能 
三、维医适宜技术 

1.针灸疗法  

2.推拿疗法 

手法：攘法、拿法、揉法、 

抖法、按法、捏脊法、推法、搓法 

3.药蒸气疗法  

4.拔罐疗法  

5.外敷疗法  

6.泡肢疗法  

7.灌肠疗法  

8.艾叶熏疗法  

9.冷化疗法  

10.热化疗法  

11.催吐疗法  

12.漱口疗法  

13.涂油疗法  

14.蜡疗  

15.漱鼻疗法  

16.温泉疗法  

17.闻熏疗法  

18.阴栓疗法  

19.阴道注洗疗法  

20.坐浴疗法  

21.刮痧疗法  

22.埋沙疗法  

23.贴敷疗法  

24.雾化疗法  

25.日光浴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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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四单元 

西医临床技能 
一、体格检查 

1.全身状态检查 

生命体征、发育与体型、营养状态

、意识状态、面容、体位、步态 

2.皮肤检查  

3.浅表淋巴结检查  

4.头部检查 

1.眼部检查:眼睑、结膜、巩膜、瞳孔

(大小与形状、对光反射、集合反射)

、眼球运动 

2.咽部、扁桃体检查 

3.鼻窦检查 

5.颈部检查 血管、甲状腺、气管 

6.胸廓、胸壁与乳房检查  

7.肺和胸膜检查 

1.视诊（呼吸运动、呼吸频率、呼

吸节律、呼吸深度） 

2.触诊(胸廓扩张度、语音震颤、胸膜

摩擦感) 

3.叩诊(叩诊方法、叩诊音、肺界叩

诊) 

4.听诊(听诊方法、呼吸音、哕音、

胸膜摩擦音、听觉语音) 

8.心脏检查 

1.视诊(心前区隆起、心尖搏动、心前

区异常搏动) 

2.触诊(心尖搏动、震颤、心包摩擦感

) 

3.叩诊(心脏相对浊音界) 

4.听诊(心脏瓣膜听诊区、听诊方法、

心率、心律、心音、额外心音、心脏

杂音、心包摩擦音) 

9.血管检查 脉搏、血管杂音、周围血管征 

10.腹部检查 
1.视诊(腹部外形、呼吸运动、腹壁静

脉、胃肠型和蠕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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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四单元 

西医临床技能 

一、体格检查 

10.腹部检查 

2.触诊(腹璧紧张度、压痛及反跳痛、

腹部包块、肝牌触诊、墨菲征、液波

震颤) 

3.叩诊(腹部叩诊音、肝浊音界、移动

性浊音、肾区叩击痛、膀胱叩诊) 

4.听诊(肠鸣音、振水音) 

11.脊柱、四肢检查 

1.脊柱(弯曲度、活动度、压痛与叩击

痛) 

2.四肢关节 

12.神经系统检查 

1.肌力、肌张力 

2.共济运动 

3.神经反射(浅反射、深反射、病理反

射) 

4.脑膜刺激征 

5.拉塞格征 

二、基本操作 

1.外科手消毒  

2.戴无菌手套  

3.穿、脱手术衣  

4.手术区皮肤消毒  

5.穿、脱隔离衣  

6.创伤的现场止血法  

7.伤口(切口)换药  

8.脊柱损伤的现场搬运  

9.长骨骨折现场急救固定  

10.心肺复苏术  

11.气囊面罩简易呼吸器的

使用 
 

12.导尿术(男、女)  

13.胸膜腔穿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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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四单元 

西医临床技能 
二、基本操作 14.腹腔穿刺术  

第五单元 

辅助检查 
辅助检查结果分析判读 

1.心电图 

1.正常心电图 

2.心房、心室肥大 

3.心肌缺血 

4.急性心肌梗死 

5.过早搏动 

6.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7.室性心动过速 

8.心房颤动 

9.心室颤动 

10.房室传导阻滞 

2.X线检查 

1.正常胸部正位片 

2.阻塞性肺气肿 

3.气胸 

4.胸腔积液 

5.大叶性肺炎 

6.肺癌 

7.胃溃疡 

8.急性胃肠穿孔 

9.肠梗阻 

10.长骨骨折 

3.CT影像诊断 

1.肺癌 

2.急性胰腺炎 

3.急性硬膜外血肿 

4.急性硬膜下血肿 

5.脑梗死 

6.脑出血 

7.蛛网膜下腔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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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五单元 

辅助检查 
辅助检查结果分析判读 4.实验室检查 

1.血常规 

2.尿液检查 

3.粪便检查 

4.肝功能(血清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Y-谷

氨酰转肽酶、胆红素） 

5.甲、乙、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6.肾功能(尿素氮、肌酐、尿酸、内生

肌酐清除率) 

7.血糖、葡萄糖耐量试验、 

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胰岛素、C肽测

定 

8.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9.血清钾、钠、氯、钙 

10.血清淀粉酶 

11.血清心肌标志物(心肌酶、肌钙

蛋白) 

12.血浆B型脑钠肽 

13.抗链球菌溶血素“O” 

14.类风湿因子与抗核抗体 

15.浆膜腔积液 

16.动脉血气分析 

17.常用肿瘤标志物 (AFP、CEA

、CA125) 

18.血、尿hCG 

19.甲状腺功能(FT3、FT4、TSH、甲

状腺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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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一、维医常见病 

1.半头痛  

2.头痛 热性、寒性头痛 

3.咳嗽  

4.气道肿  

5.呼吸道风感  

6.喘病  

7.肺溃病  

8.肺弱症  

9.心悸病  

10.心痛病  

11.血浪症  

12.血稠  

13.心衰病  

14.脑阻梗  

15.瘫痪  

16.胃肿  

17.胃蟹病  

18.食管肿  

19.结肠溃疮  

20.肝枯萎  

21.肝脂溢  

22.便滞  

23.泻病  

24.慢性前列腺肿  

25.肝肿  

26.水肿  

27.肾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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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一、维医常见病 

28.颤病  

29.泌尿系结石  

30.痔疮  

31.经闭症  

32.经痛症  

33.经瘾病  

34.宫颈肿  

35.宫瘤病  

36.不孕病  

37.外阴白斑  

38.白带病  

39.宫颈蟹病  

40.白病  

41.鳞皮癣  

42.风团病  

43.蚁咬疮  

44.水疮  

45.大关节肿  

46.小关节肿  

47.膝关节肿  

48.髋神经痛  

49.肩脱臼  

50.上臂骨折  

51.腕骨折  

52.肱骨折伤  

53.小腿折伤  

54.腰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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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二、西医常见病 

1.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2.慢性支气管炎  

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4.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5.支气管哮喘  

6.肺炎(肺炎链球菌肺炎、支

原体肺炎) 
 

7.肺结核  

8.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9.慢性呼吸衰竭  

10.心力衰竭  

11.心律失常  

（1）过早搏动  

（2）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3）室性心动过速  

（4）心房颤动  

12.原发性高血压  

1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 
 

14.病毒性心肌炎  

15.慢性胃炎  

16.消化性溃疡  

17.胃癌  

18.溃疡性结肠炎  

19.肝硬化  

20.急性胰腺炎  

21.慢性肾小球肾炎  

22.尿路感染  

23.慢性肾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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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二、西医常见病 

24.缺铁性贫血  

25.再生障碍性贫血  

26.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27.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28.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29.糖尿病  

30.血脂异常  

31.高尿酸血症与痛风  

32.类风湿关节炎  

33.脑梗死  

34.脑出血  

35.蛛网膜下腔出血  

36.病毒性肝炎  

37.乳腺增生病  

38.急性阑尾炎  

39.肠梗阻  

40.胆石症  

41.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42.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43.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  

44.绝经综合征  

45.阴道炎  

46.先兆流产  

47.异位妊娠  

48.产褥感染  

49.肾病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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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二、西医常见病 

50.过敏性紫瘢  

51.水痘  

52.流行性腮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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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综合考试大纲 
 

（一）维医基础理论 

 
 

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一单元 

概论 

一、中医药 
1.中医药 中医药的定义 

2.学科分类 中医学学科分类 

二、维医学 

1.维医学基本内容 
1.维医学概念 

2.基本内容 

2.研究对象及任务 
1.研究对象 

2.研究任务 

第二单元 

人体生命要素学 

一、四大物质学说 

1.基本概念 
1.四大物质学说定义 

2.四大物质的定义 

2.四大物质的本质 

1.火的特征与作用 

2.气的特征与作用 

3.水的特征与作用 

4.土的特征与作用 

5.四大物质学说的适用 

二、气质学说 

1.基本概念 
1.气质学说的定义 

2.气质的定义 

2.气质的分类与特征 

1.平和气质 

2.不平和气质 

3.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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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二单元 

人体生命要素学 

二、气质学说 2.气质的分类与特征 

4.人不同生长阶段的气质 

5.各季节的特性 

6.气质的等级 

7.气质学说的适用 

三、体液质学说 

1.基本概念 

1.体液质学说的定义 

2.体液质的定义 

3.体液质的生成 

4.体液质的平衡 

5.体液质的分类 

6.体液质学说的适用 

2.正常体液质的分类与特征 

1.正常体液质的定义 

2.正常体液质分类 

3.正常体液质的作用 

4.正常体液质人群的体征与表现 

3.异常体液质的分类与特征 

1.异常体液质的定义 

2.异常体液质分类 

3.异常体液质的形成 

4.异常体液质的形成因素 

5.异常体液质的证候特征 

四、器官学说 

1.基本概念 

1.器官学说的定义 

2.器官的定义 

3.器官学说的适用 

2.器官的分类 

1.结构分类 

2.功能分类 

3.气质分类 

五、驱力学说 1.基本概念 1.驱力学说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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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二单元 

人体生命要素学 

五、驱力学说 

1.基本概念 2.驱力的定义 

2.驱力的分类与特征 

1.生命驱力的特征 

2.精神驱力的分类与特征 

3.自然驱力的分类与特征 

六、精气学说 

1.基本概念 

1.精气学说的定义 

2.精气的定义 

3.精气学说的适用 

2.精气的分类 

1.生命精气的特征 

2.精神精气的特征 

3.自然精气的特征 

七、形学说 

1.基本概念 
1.形学说的定义 

2.形的定义 

2.形的分类 
1.简易形 

2.复杂形 

第三单元 

健康学说 

一、基本概念 

1.健康 健康的定义 

2.健康必要素 

1.空气 

2.饮食 

3.睡与醒 

4.动与静 

5.精神状态 

6.积与泄 

二、预防与养生 

1.器官的养生 

1.支配器官的养生 

2.被支配器官的养生 

3.附属器官的养生 

4.避免恶习 

2.预防 1.未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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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三单元 

健康学说 

二、预防与养生 2.预防 
2.未病先防 

3.既病防变 

三、气学说 基本概念 

1.气的定义 

2.气的分类 

3.异常气的分类 

第四单元 

病因病机 

一、疾病 基本概念 
1.疾病的定义 

2.疾病的分类 

二、病因 

1.基本概念  

2.病因的分类 
1.内因 

2.外因 

3.各类疾病的病因 

1.气质失调类疾病的病因 

2.形状改变类疾病的病因 

3.结构损伤类疾病的病因 

4.气源性疾病的病因 

三、病机 

1.气质失调类疾病的病机  

2.形状改变类疾病的病机  

3.结构损伤类疾病的病机  

4.气源性疾病的病机  

四、疾病周期 

1.疾病的潜伏期  

2.疾病暴露期  

3.疾病的加重期  

4.疾病的危重期  

五、预后 
1.康复  

2.死亡  

第五单元 

症状 
一、症状的概述 

1.症状  

2.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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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五单元 

症状 
二、症状的类型 

1.疾病性症状  

2.气质、体液质相关的症状  

第六单元 

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一、治疗原则 分类  

二、治疗方法 

1.精神疗法  

2.饮食疗法  

3.药物疗法  

4.手技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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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医诊断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绪论 
绪论 

1.诊断原理 

2.诊断思维原则 

第二单元 

诊法（观诊） 

一、观诊的意义及方法 

1.观诊的意义 

2.观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观诊的内容 

1.全身观诊 

2.局部观诊 

3.排泄物观诊 

第三单元 

诊法（询诊） 

一、询诊的意义及方法 

1.询诊的意义 

2.询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询诊的内容 

1.一般情况 

2.主诉 

3.现病史 

4.既往史 

5.个人生活史 

6.月经史 

7.婚育史 

8.家族史 

三、询现在症 

1.起病情况 

2.主要病征特点 

3.病因与诱因 

4.伴随病征 

5.病情发展及演变 

6.诊治经过 

7.病程中的一般情况（口渴与饮食、食欲与食量、 

口味；睡眠情况；大小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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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诊法（听诊） 

一、听诊的意义及方法 
1.听诊的意义 

2.听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听诊的内容 
1.正常声音 

2.异常声音（发声，语言，呼吸，咳嗽，心音，胃肠

异常声音） 

第五单元 

诊法（按触诊） 

一、按诊 

1.按诊及其意义 

2.按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3.按诊的内容（头部按诊，颈部按诊，胸部按诊，腹部

按诊，肌肤按诊，四肢按诊） 

二、脉诊 

1.脉诊的原理 

2.脉搏形成之因（器官因素，原动因素，需求因素） 

3.诊脉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4.脉象及其种类 

5.正常脉象 

6.异常脉象 

第六单元 

诊法（嗅诊） 

一、嗅诊的临床意义 

1.痰液味 

2.呕吐物味 

3.呼气味 

4.病人身上气味 

5.汗液味 

6.粪便味 

7.尿味 

8.耳朵分泌物味 

9.口味 

二、嗅诊的方法及注意事

项 

1.嗅诊方法 

2.嗅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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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诊法（嗅诊） 
三、嗅诊的内容 

1.病体气味 

2.病室气味 

第七单元 

辨症（病征及其分类） 

一、病征概述 病征（广义及狭义） 

二、病征的分类 

1.全身性病征 

2.局部性病征 

3.体外性病征 

4.体内性病征 

5.直接性病征 

6.合并性病征 

7.先兆性病征 

8.专有性病征 

9.鉴别性病征 

10.气质性病征 

第八单元 

辨症（常见病征） 

一、发热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二、疼痛 

1.定义 

2.性质 

3.疼痛部位 

4.症见 

5.伴随病征 

三、发绀 
1.定义 

2.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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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辨症（常见病征） 

三、发绀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四、咳嗽与咳痰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五、咯血和呕血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六、心悸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七、水肿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八、恶心呕吐 1.定义 



 

22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辨症（常见病征） 

八、恶心呕吐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九、吞咽困难 

1.定义 

2.症见 

3.伴随病征 

4.问诊要点 

十、腹泻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十一、便秘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问诊要点 

十二、便血 

1.定义 

2.症见 

3.伴随病征 

4.问诊要点 

十三、腹胀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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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辨症（常见病征） 

十四、面色苍白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十五、黄疸 

1.定义 

2.症见 

3.伴随病征 

4.问诊要点 

十六、小便异常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十七、食欲不振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十八、失眠 

1.定义 

2.症见 

3.分类 

4.问诊要点 

十九、瘫痪与麻痹 

1.定义 

2.症见 

3.分类 

4.问诊要点 

二十、精神和神智异常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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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辨症（常见病征） 

二十一、瘙痒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二十二、呼吸困难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二十三、震颤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二十四、抽搐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第九单元 

辨证（辨失调气质） 

一、辨非体液质性气质失

调 

1.热证 

2.寒证 

二、辨异常体液质类型 

1.异常胆液质型气质失调征象 

2.异常血液质型气质失调征象 

3.异常黏液质型气质失调征象 

4.异常脾液质型气质失调征象 

第十单元 

辨证（辨病证） 

一、支配器官疾病辨证 

1.脑系疾病辨证 

2.心系疾病辨证 

3.肝系疾病辨证 

二、被支配器官疾病辨证 

1.神经系疾病辨证 

2.气管、肺系疾病辨证 

3.食管疾病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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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单元 

辨证（辨病证） 

二、被支配器官疾病辨证 

4.胃系疾病辨证 

5.肠道系疾病辨证 

6.胆道系疾病辨证 

7.胰腺系疾病辨证 

8.泌尿系疾病辨证 

9.生殖器官疾病辨证 

三、附属器官疾病的辨证 

1.血液及血管疾病辨证 

2.皮肤疾病辨证 

3.骨关节疾病辨证 

第十一单元 

诊断思维与应用 

一、诊断思维方法 

1.比较法 

2.类比法 

3.分类法 

4.归纳法 

5.演绎法 

二、诊断思维的应用 

1.五诊信息分析 

2.辨症 

3.辨证 

4.辨病 

5.辨先天气质 

6.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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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药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维药概述 

一、中药材、维药材、维药

学含义及其基本任务 

1.中药材、维药材的含义 

2.维药学定义及其基本任务 

第二单元 

药材资源、采集与贮

藏及传统经验鉴别方

法 

一、药材资源、采集与贮藏 药材资源、采集与贮藏 

二、药材传统经验鉴别方法 
药材传统经验鉴别方法（眼看、手摸、鼻闻、口尝）及代表性

药材的鉴别方法 

第三单元 

维药基本理论 

一、药性 
1.药性的分类及其性级 

2.药性的基本作用 

二、药味 
1.药味的分类（9种味） 

2.药味的基本作用 

三、功效 药物功效、药物的不良反应 

四、毒性 

1.毒性的分类 

2.引起毒性反应的原因 

3.毒性药物的使用 

五、矫正药与代用药 
1.矫正药的定义及其应用意义 

2.代用药的定义及其应用意义 

第四单元 

用药禁忌 
配伍禁忌 

1.药物配伍使用的原则 

2.常见的配伍禁忌药物：人参与黎芦、曼陀罗子与天仙子等 

第五单元 

剂量与用法 

一、剂量 

1.药物性质与剂量的关系 

2.剂型、配伍与剂量的关系 

3.年龄、体质、病情与剂量的关系 

4.季节变化与剂量的关系 

二、用法 煎煮方法（包括先煎、后下、包煎、另煎、冲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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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异常体液质调节药 

一、异常胆液质调节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马齿苋、榅桲子、

菠菜子、葫芦、柠檬、酸李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葫芦、榅桲子、酸李 

二、异常血液质调节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大麦、樟脑、芫荽、

樱桃、黑桑葚、酸石榴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大麦、樟脑、酸石榴 

三、异常黏液质调节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草果、肉桂、罗勒、

干姜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肉桂、干姜 

四、异常脾液质调节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无花果、无核葡萄、

白果桑葚、紫苏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无花果、无核葡萄 

第七单元 

异常体液质成熟药 

一、异常胆液质成熟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天山堇菜、睡莲花、

玫瑰花、蜀葵花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天山堇菜、睡莲花、玫瑰花 

二、异常黏液质成熟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甘草、小茴香、茴

芹果、洋甘菊、小茴香根皮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甘草、茴芹果、洋甘菊 

三、异常脾液质成熟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薰衣草、牛舌草、

破布木果、香青兰、铁线蕨、菟丝子、赤芍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破布木果、菟丝子、赤芍 

第八单元 

异常体液质清除药 

一、异常胆液质清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刺糖、牵牛子、罗

望实、黄诃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牵牛子、罗望实、黄诃子 

二、异常黏液质清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番泻叶、阿里红、

盒果藤根皮、司卡摩尼亚脂、药西瓜、芦荟、药喇叭根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阿里红、盒果藤根皮、司卡摩尼亚脂、

芦荟 

三、异常脾液质清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阿勃勒、水龙骨、

菟丝草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阿勃勒、水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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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九单元 

血液质纯化药、止血

药、补血药 

一、血液质纯化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地锦草、酸枣（圆

枣）、菝葜、中亚菝葜、毛诃子、西青果、芫荽实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酸枣（圆枣）、毛诃子、西青果、芫荽

实 

二、止血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拳参、琥珀、阿拉

伯胶树汁、血竭、石榴花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阿拉伯胶树汁、血竭、石榴花 

三、补血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甜石榴、铁落、奶

桃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铁落 

第十单元 

防御驱力增强药 

防御驱力增强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人参、党参、蔷薇

红景天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人参、蔷薇红景天 

第十一单元 

滋补支配器官药 

一、补脑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龙涎香、海狸香、

麝香、小豆蔻、阿月浑子、核桃仁、甜巴旦木仁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龙涎香、海狸香、麝香 

二、补心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西红花、棉花花、

蚕茧、金箔、银箔、甘松、牛舌草花、蒿柳花、檀香、牛至、多

榔菊、郁金、铁力木、丁香罗勒、松萝、珍珠、三条筋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西红花、蚕茧、甘松、牛至、丁香罗勒 

三、护肝利胆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菊苣根、菊苣子、

香青茅、紫草茸、龙胆、大黄、沉香、香附、姜黄、琐琐葡萄、

小檗实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香青茅、龙胆、大黄、香附、姜黄、小

檗实 

第十二单元 

补肺药 
补肺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阿拉伯胶、西黄嗜

胶、驴乳、胡芦巴、小麦淀粉、甘草浸膏、野葱、苏合香、神香

草、亚麻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驴乳、胡芦巴、小麦淀粉、甘草浸膏、

苏合香、神香草、亚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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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三单元 

补胃肠药、补脾药 

一、补胃肠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丁香、荜茇、荜茇

根、熏鲁香、藿香（平纳）、孜然、荜茇根、余甘子、高良姜、

阿育魏实、沙棘果、鸡内金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丁香、熏鲁香、荜茇根、余甘子、高良

姜、阿育魏实、鸡内金 

二、补脾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香科科、海带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香科科 

第十四单元 

补肾药、固精药与填

精催乳药 

一、补肾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芜菁子、欧玉竹、

中亚白芨、肉苁蓉、欧矢车菊、沙龙子、海马、洋葱子、韭菜子

、芝麻菜子、白蜡树子、补血草根、鹰嘴豆、牛鞭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欧玉竹、中亚白芨、肉苁蓉、沙龙子、

韭菜子、鹰嘴豆 

二、固精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罗望子仁、阿纳其

根、锁阳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罗望子仁、锁阳 

三、填精催乳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石刁柏子、白皮松

子仁、独行菜子、芝麻、苜蓿子、欧榛子、家独行菜、鸡蛋黄、

肉豆蔻衣、菜豆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石刁柏子、独行菜子、相思子、肉豆蔻

衣 

第十五单元 

通经药 
通经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丝瓜络、圆柏实、

红花、桃仁、急性子、阿魏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丝瓜络、圆柏实、桃仁、阿魏子 

第十六单元 

强筋药与松弛药 

一、强筋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马钱子、肉豆蔻、

附子、刺山柑根皮、巴豆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马钱子、附子、巴豆 

二、松筋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鸡油、酥油、蜂蜡

、牛骨髓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鸡油、牛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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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七单元 

养肤赤肤药 
养肤赤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藏茴香、大蒜、木

香、白花丹、白芥子、苍耳子、补骨脂、驱虫斑鸠菊、苦巴旦杏

、茜草、荨麻子、雄黄、硇砂、硝石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大蒜、木香、白芥子、驱虫斑鸠菊、苦

巴旦仁、雄黄、硇砂、硝石 

第十八单元 

明目药、固牙药、

乌发生发药、发汗药 

一、明目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锑石、羊肝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锑石 

二、固牙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儿茶、没食子、小

檗浸膏、花椒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没食子、花椒 

三、乌发生发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大青叶、黑种草子

、青龙衣、指甲花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指甲花 

四、发汗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麻黄、辣椒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麻黄 

第十九单元 

祛风止痛药与安神止

痛药 

一、祛寒止痛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秋水仙、莳萝子、

薄荷、蓖麻子、莪术、月桂樱子、骆驼蓬子、阿魏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秋水仙、莳萝子、蓖麻子、骆驼蓬子、

阿魏 

二、安神止痛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罂粟壳、罂粟子、

朱砂、曼陀罗子、天仙子、莴苣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罂粟壳、朱砂、曼陀罗子、天仙子、莴

苣子 

第二十单元 

固涩药与愈伤药 

一、固涩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柽柳实、橡子、沙

枣、乳香、石榴子、石榴皮、马齿苋子、车前子、天竺黄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乳香、马齿苋子、天竺黄 

二、愈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白石脂、赤石脂、

石膏、胆矾、香桃木实、海螵蛸、密陀僧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胆矾、密陀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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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十一单元 

解毒药与开通阻滞药 

一、解毒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牛黄、牛胆、牛乳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牛黄 

二、开通阻滞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水菖蒲、艾蒿（艾

叶或艾草）、红花子、芸香、没药、没药枝、穆库没药、苦艾、

细辛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水菖蒲、芸香、细辛 

第二十二单元 

消炎药与消肿药 

一、消炎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一枝蒿、龙葵果、

当药、苦豆子、冬葵果、黄连、雪莲、锦灯笼、骚状车前子、紫

檀香、罗布麻叶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当药、苦豆子、锦灯笼、骚状车前子 

二、消肿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马蔺子、马蔺根、

石蒜、野苜蓿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石蒜、野苜蓿子 

第二十三单元 

利尿药与排石药 

一、利尿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芹菜子、芹菜根、

西瓜子、黄瓜子、玉米须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芹菜根 

二、排石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刺蒺藜、吉多果化

石、野胡萝卜子、甜瓜子、鱼脑石、全蝎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吉多果化石 

第二十四单元 

软便药、理气药、驱

虫药、催吐药 

一、软便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橄榄、桃子、韭菜

、杏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橄榄 

二、理气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八角茴香、硼砂、

芸香子、胡桐泪、蛤蚧、金钱白花蛇、湖蛙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硼砂、胡桐泪、金钱白花蛇 

三、驱虫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楸荚粉、槟榔、白

花酸藤果、南瓜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楸荚粉、槟榔 

四、催吐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莱菔子、藜芦、甜

瓜蒂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藜芦、甜瓜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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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药炮制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炮制概述 

一、绪论 
1.中药炮炙、维药炮炙定义 

2.炮制有关法律法规 

二、维药炮制分类与常用辅料 
1.常用炮炙方法 

2.常用炮炙辅料 

三、炮制与临床疗效 

1.临床选用炮制品的一般原则 

2.炮制对调剂与制剂的影响 

3.炮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四、炮制目的、炮炙对药物的影响 
1.炮制目的 

2.炮制对药物化学成分的影响 

五、饮片的质量控制及其贮藏保管 
1.饮片质量控制要求 

2.饮片的贮藏与保管 

第二单元 

精选加工（净制） 
精选加工（净制） 

1.精选加工及其目的 

2.饮片的贮藏清除杂质方法 

3.分离和清除非药用部位方法 

第三单元 

饮片切制 
饮片切制 

1.饮片切制及其目的、常用切制方法 

2.趁鲜切制、切制前的软化处理、饮片的干

燥 

3.不良因素影响饮片质量的现象 

第四单元 

饮片炮炙 

一、炒制法 

1.炒制法及其分类，“篷子必炒”与“杀酶

保苷”含义 

2.清炒（单炒）法、加辅料炒法 

3.炒制法炮制的常用药材：阿育魏果、菠菜

子、苍耳子、刺蒺藜、槟榔、僵蚕、马钱子

等 

二、炙制法 1.炙制法及其分类 



 

33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饮片炮炙 

二、炙制法 

2.醋炙法、蜜炙法、油炙法、盐水炙法 

3.炙制法炮制的常用药材：曼陀罗子、乳香

、没药、鸡内金、孜然、驱虫斑鸠菊、葫芦

巴、大黄、甘草、麻黄、黄诃子、毛诃子、

西青果、余甘子、韭菜子 

三、煅制法与炼制法（炼药法） 

1.煅制法、炼制法。 

2.明煅法、煅淬法。 

3.煅制法、炼药法炮制的常用药 

材：白矾、珍珠、硼砂、自然铜、朱砂、雄

黄、巴豆、硇砂、吉多果化石、蓖麻子、肉

豆蔻、芦荟等 

四、其他炮炙法 

1.水飞法：雄黄 

2.干馏法：蛋黄油 

3.奶泡法：马钱子、余甘子 

4.取油法：挤压取油法、浸液取油法、加热

取油法 

5.炼蜜及其注意事项 

6.提取浸膏法，浸取浸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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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维医方剂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总论 

一、方剂与治法 
1.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2.常用治法 

二、方剂的组成与变化 

1.方剂的组成原则 

2.方剂的变化形式 

三、常用剂型 
常用剂型汤剂、糖浆（醋糖浆）、散剂、丸剂、蜜膏（消

食膏、甜膏、舔膏、舒心膏、仁膏、诃子膏）、糖膏、露

剂、贴敷剂、搽剂的特点 

第二单元 

调节方 

一、概述 调节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调节方（气质失调性） 

1.干热型：天山堇菜饮泡剂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湿热型：石榴糖浆、榅桲果酱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湿寒型：干姜药茶、肉桂消食膏、干姜消食膏的组成药物

、功能、主治 

4.干寒型：无花果果酱、桑葚果酱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三、血液质调节方 

1.酸枣糖浆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菟丝草合剂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铁落蜜膏和石榴糖浆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4.拳参糖浆、琥珀片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三单元 

成熟方 

一、概述 
异常体液质成熟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

功能主治 

二、异常胆液质成熟方 

1.异常胆液质成熟方的概述、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浅黄色及蛋黄色胆液质成熟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韭菜色胆液质成熟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4.蓝色胆液质熟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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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三单元 

成熟方 

三、异常黏液质成熟方 

1.异常黏液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咸味和酸味黏液质成熟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涩味黏液质成熟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4.石膏样黏液质成熟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四、异常脾液质成熟方 
1.烧焦脾液质成熟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其他异常体液质烧焦所形成的脾液质成熟方的组成药物、功

能、主治 

第四单元 

清除方 

一、概述 
异常胆液质清除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

功能主治 

二、异常胆液质清除方 

1.异常胆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浅黄色及蛋黄色胆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韭菜色胆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4.蓝色胆液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三、异常黏液质清除方 

1.异常黏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咸味黏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涩味黏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4.石膏样黏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四、异常脾液质清除方 
1.异常脾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烧焦脾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五单元 

益脑方 

一、概述 益脑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益脑安神方 
益气蜜膏、薰衣草糖浆、清血醒脑片、菟丝草蜜膏、甘松

汤剂、牛舌草片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三、镇痛方 曼陀罗子丸、莴苣子散 

第六单元 

养心方 

一、概述 养心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养心方 
爱维心口服液（蚕茧口服液）、珍珠糖膏、蚕茧蜜膏、栀

子口服液、香青兰颗粒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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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护肝利胆方 

一、概述 护肝利胆方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护肝利胆方 复籽颗粒、大黄糖浆、菊苣颗粒、菊苣露、玫瑰花口服液、

玫瑰花蜜膏、苦艾糖浆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八单元 

补肺方 

一、概述 补肺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补肺方 

破布木果舔膏、神香草糖浆、野葱糖浆、祖卡木颗粒（感冒

颗粒）、神香草颗粒、巴旦仁舔膏、亚麻子舔膏、松子仁舔

膏、阿里红片（口服液）、天山堇菜甜膏、罂粟壳颗粒的组

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九单元 

健脾温胃方 

一、概述 
健脾温胃方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

主治 

二、健脾温胃方 

珍珠余甘子蜜膏、龙涎香蜜膏、孜然蜜膏、珍珠粗粉膏、

阿育魏实蜜膏、硼砂片、小茴香露、珍珠蜜膏、余甘子粗

粉膏、石榴平纳糖浆、益气粗粉膏、鸡内金粗粉膏、沉香

酸味粗粉膏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单元 

补肾方 

一、概述 补肾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补肾填精方 
多味补益仁膏、简方补益仁膏、益身粗粉膏、刺糖糖浆、白

及蜜膏、养气口服液、海马蜜膏、欧玉竹蜜膏的组成药物、

功能、主治 

三、固精方 
乳香蜜膏、牛鞭益精蜜膏、安息香片、橡子散剂的组成药

物、功能、主治 

四、增乳方 
多味补益仁膏、简方补益仁膏、益身粗粉膏、刺糖糖浆、白

及蜜膏、养气口服液、海马蜜膏、欧玉竹蜜膏的组成药物、

功能、主治 

第十一单元 

滋宫调经方 

一、概述 
滋宫调经方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

主治 

二、暖宫调经方 阿育魏实蜜膏、阿勃勒蜜膏、拳参糖浆 

三、燥湿收敛 
马钱子蜜膏、琥珀片、石榴花糖膏、消糜没食子栓、珍珠

粗粉膏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二单元 

明目方 

一、概述 明目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明目方 
明目片、小茴香露、小茴香诃子膏、夜盲片的组成药物、功

能、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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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三单元 

固齿方 

一、概述 固齿方适用范围及应用注意事项 

二、固齿方 固龈液、没食子散、口腔溃疡散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四单元 

健骨方 

一、概述 健骨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祛湿强筋方 
益智蜜膏、马钱子蜜膏、莪术油、蛇药油、马钱子油、蛋黄

油、木香油、丁香油 

三、止痛舒筋方 通滞苏润将胶囊、秋水仙片、阿魏祛寒片、关节舒片、橄

榄油、骆驼蓬子油、牛髓松筋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五单元 

养肤方 

一、概述 养肤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赤肤方 
大蒜蜜膏、白病蜜膏、蛋黄软膏、黑种草籽油、补骨脂搽

剂、驱虫斑鸠菊丸、驱虫斑鸠菊注射液、驱虫斑鸠菊酊、

大戟脂片的组成药、功能、主治 

三、祛斑方 
地锦草诃子膏、菟丝草诃子膏、四诃土茯苓蜜膏、番泻叶

合剂或片、大黄散、骚状车前子敷贴的组成药物、功能、

主治 

四、养肤护发方 
黑种草籽油、黑种草籽酊、黑种草籽蜜膏的组成药物、功

能、主治 

第十六单元 

消肿方 

一、概述 
消炎退热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

治 

二、消肿方 

1.泌尿系统：锦灯笼糖浆、龙葵果露、复籽清浊片、锦灯笼

片、菊苣颗粒 

2.皮肤科：清血丸、四诃地锦草蜜膏、四诃土茯苓蜜膏、茯

苓蜜膏、地锦草片、菝葜糖浆、硫磺片、诃子糖浆、洋菝

葜根片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妇科疾病：石榴皮妇洁液、消炎贴敷剂（洋甘菊贴敷剂）

、菝葜糖浆、洋菝葜根糖浆 

4.消痔方：穆库没药丸、穆库没药诃子膏、简方诃子膏、玫

瑰花油、玫瑰花洗剂 

5.肿瘤：白花蛇蜜膏、乌梢蛇蜜膏、腺瘤病诃子膏、全蝎蜜

膏、螃蟹颗粒 

6.肠道疾病：黄连胶囊、珊瑚散、天竺黄片、橡子散、鞣漆

树果合剂、香桃木果合剂、消炎灌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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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七单元 

开通阻滞方 

一、概述 
开通阻滞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

治 

二、开通阻滞方 
清血醒脑片、芦荟苦味片、阿勃勒合剂、菟丝草合剂、菟丝

草诃子膏、菟丝草糖浆、散结丸（片）、苦艾糖浆、薰鲁香

片、番泻诃子片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八单元 

利尿排石方 

一、概述 
利尿排石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

治 

二、利尿排石方 
黄瓜籽汤剂、小茴香露剂、刺蒺藜糖浆、吉多果化石片、

葡萄藤叶糖浆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九单元 

驱虫杀虫 

一、概述 
驱虫杀虫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

治 

二、驱虫杀虫 
楸荚粉蜜膏、槟榔蜜膏、驱虫诃子膏的组成药物、功能、主

治 

第二十单元 

解毒方 

一、概述 解毒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解毒方 解毒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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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维医治疗技术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概论 一、维医治疗技术学概论 维医治疗技术学广义及狭义的概念及其特点 

第二单元 

维医治则与治法 

一、维医治则 

1.调整失调气质 

2.表根慢急（急则治标、慢则治根） 

3.助防祛邪 

4.七因定则 

5.及治防变 

二、维医治法 

1.精神疗法 

2.食疗法 

3.药物疗法 

4.手技疗法 

第三单元 

情志疗法 

一、精神疗法 

1.精神疗法的概念 

2.精神状态与疾病 

3.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措施 

二、睡与醒调节疗法 

1.正常睡眠 

2.异常睡眠 

3.睡眠调节 

4.觉醒调节 

三、音乐疗法 

1.定义 

2.适应症 

3.注意事项 

四、休养疗法 

1.定义 

2.种类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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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食疗法 

一、饮食调理法 

1.饮食与健康的关系 

2.饮食分类 

3.调理饮食 

4.饮食禁忌 

二、药膳疗法 

1.药膳汗法 

2.药膳下法 

3.药膳温法 

4.药膳消食法 

5.药膳补法 

6.药膳理气法 

第五单元 

药物疗法 

一、内用药法与外用药法 
1.内用药法 

2.外用药法 

二、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疗法 

1.非体液质型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疗法 

（1）非体液质型干热性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原则 

（2）非体液质型湿热性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原则 

（3）非体液质型湿寒性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原则 

（4）非体液质型干寒性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原则 

2.体液质型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疗法 

（1）成熟剂及其特点 

（2）异常体液质“成熟”表征 

（3）成熟剂使用禁忌 

（4）成熟剂使用注意事项 

（5）清除剂及其作用 

（6）清除剂使用注意事项 

（7）异常胆液质性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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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药物疗法 

二、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疗法 

（8）异常血液质性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9）异常黏液质性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10）异常脾液质性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3.药物治疗的注意事项 

三、形状改变类、结构损伤类疾病

的药物疗法 

1.定义 

2.治疗方法 

第六单元 

手技疗法 

一、推拿疗法 

1.概念 

2.分类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步骤 

二、拔罐疗法 

1.概念 

2.分类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步骤 

三、刮痧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操作步骤 

 



 

42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手技疗法 

四、灸疗法 

1.概念 

2.分类 

3.特点 

4.适应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步骤 

7.禁忌症 

五、放血疗法 

1.概念 

2.分类 

3.特点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放血部位 

六、导尿疗法 

1.概念 

2.分类 

3.特点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操作步骤 

七、灌肠疗法 

1.概念 

2.分类 

3.特点 

4.适应症及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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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手技疗法 

七、灌肠疗法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配方 

8.操作步骤 

八、牵引疗法 

1.定义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颈椎牵引方法 

6.腰椎牵引方法 

7.四肢关节牵引方法 

8.注意事项 

九、置栓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十、涂油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第七单元 

物理疗法 
一、光疗法 

1.日光疗法的特点与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 

2.激光疗法的特点与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 

3.红光疗法的特点与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 

4.紫外线疗法的特点与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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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物理疗法 

二、埋沙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操作步骤 

三、温泉疗法 

1.概念 

2.分类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四、蜡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步骤 

五、熏蒸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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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物理疗法 

六、干蒸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步骤 

七、冷敷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八、热敷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九、运动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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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其他疗法 

一、足浴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步骤 

二、药浴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操作步骤 

三、敷贴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步骤 

四、芳香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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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其他疗法 

五、熏烟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操作步骤 

6.注意事项 

六.雾化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注意事项 

七、辨非体液质性气质失调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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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维医内科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脑系疾病 

一、头痛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半头痛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三、脑阻梗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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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脑系疾病 
四、脑枯萎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二单元 

心系疾病 

一、心脏气质失调证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心悸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三、心痛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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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单元 

心系疾病 

四、心肌梗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五、心衰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六、心耳病 

1.概述 

2.分类 

3.临床表现 

4.诊断 

第三单元 

肝系疾病 

一、肝脏气质失调证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肝性黄病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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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三单元 

肝系疾病 

二、肝性黄病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 

6.转归预后 

三、肝脂溢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四、肝硬化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四单元 

神系疾病 

一、神经弱症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癔病 1.概述 



 

52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神系疾病 

二、癔病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三、痫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四、松弛性面痹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五单元 

肺系疾病 
一、感冒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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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肺系疾病 

一、感冒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呼吸道风感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三、支气管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四、肺弱症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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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肺系疾病 

五、喘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六、肺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七、胸膜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八、肺心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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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肺系疾病 
八、肺心病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六单元 

食管胃系疾病 

一、食道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食道蟹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三、胃脏气质失调证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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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食管胃系疾病 

四、胃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五、胃十二指肠溃疮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六、胃蟹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七、胃松弛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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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食管胃系疾病 
七、胃松弛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七单元 

胰腺系疾病 

一、胰腺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糖尿症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八单元 

肠道系疾病 
一、泻病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与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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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肠道系疾病 

二、肠肿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三、便滞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5.预防调护 

四、结肠溃病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九单元 

胆囊疾病 
一、胆囊肿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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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单元 

甲状腺疾病 

一、馋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甲减症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十一单元 

肾系疾病 

一、肾脏气质失调证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肾肿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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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一单元 

肾系疾病 

二、肾肿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三、肾盂肾肿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四、肾瘦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6.预防调护 

五、肾衰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 

5.预防调护 

第十二单元 

男科疾病 
一、男性性弱症 

1.概述 

2.病因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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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二单元 

男科疾病 

一、男性性弱症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6.预防调护 

二、溢精症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 

5.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6.预防调护 

三、前列腺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十三单元 

血液与血管疾病 
一、缺血症 

1.概述 

2.临床分类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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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三单元 

血液与血管疾病 

二、高粘稠血症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三、血浪症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第十四单元 

骨关节疾病 

一、大关节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二、小关节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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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四单元 

骨关节疾病 
二、小关节肿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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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维医妇科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女性生殖器官解剖 

一、外生殖器 

1.阴阜 

2.大阴唇 

3.小阴唇 

4.阴道前庭 

二、内生殖器 

1.阴道 

2.子宫 

3.输卵管 

4.卵巢 

三、生殖器血管、淋巴及神经 

1.血管 

2.淋巴 

3.神经 

四、骨盆及骨盆底 
1.骨盆的组成 

2.骨盆底的功能及组成 

第二单元 

女性生殖器官生理 

一、月经生理 
月经的生理现象；月经与气质的关系；月经的产生及月经

周期的调节 

二、白带生理 白带生理现象及作用 

三、妊娠生理 

1.妊娠机制与条件 

2.妊娠生理现象 

3.预产期的计算 

四、分娩、产褥、哺乳生理 

1.影响分娩的因素 

2.先兆临产的症状 

3.临产的症状 

4.产程分期 

5.产褥期生理现象 

6.哺乳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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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三单元 

妇科疾病的病因病机 

一、病因 

1.内因（气质失调因素、饮食因素、情志因素、先天与遗传

因素） 

2.外因（生活因素、环境因素、外伤及损伤因素、病原微生

物因素） 

二、病机 

1.气质失调 

2.支配器官功能紊乱 

3.自然驱力减弱 

第四单元 

妇科疾病的诊断 

一、五诊 

1.询诊（问诊） 

2.观诊（望诊） 

3.闻诊（听诊） 

4.按触诊（切诊） 

5.嗅诊 

二、妇科疾病常规检查与常用诊

断技术 

妇科检查（双合诊、三合诊），妇科特殊诊断技术（基础

体温测定、TCT、HPV、阴道镜、宫腔镜、宫颈活检、女

性内分泌激素测定、超声检查） 

第五单元 

妇科疾病的预防 

一、月经期保健 保健措施 

二、妊娠期保健 保健措施 

三、产褥期保健 保健措施 

四、哺乳期保健 保健措施 

五、围绝经期保健 保健措施 

第六单元 

妇科疾病的治疗概要 

一、气质失调类疾病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治疗方法 

二、形状改变类疾病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治疗方法 

三、结构损伤类疾病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治疗方法 

四、妇科疾病常用药 
消炎、消肿、清血药、消瘤散结药、收敛缩阴、燥湿强筋

药等 

五、妇科疾病的特色疗法 干蒸、贴敷、肛门导入、阴道冲洗、外阴熏洗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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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月经病 

一、经多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二、经闭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三、经痛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四、月经过少 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五、经前期紧张综合征 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第八单元 

外阴疾病 
一、外阴白斑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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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外阴疾病 

二、外阴蟹病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 

三、外阴肿 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四、外阴痒症 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五、前庭大腺肿 
急性前庭大腺肿和慢性前庭大腺肿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

、诊断与治疗 

六、尖锐湿疣 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第九单元 

阴道疾病 
阴道肿 

1.滴虫性阴道肿 

2.霉菌性阴道肿 

3.老年性阴道肿 

4.婴幼儿阴道肿 

第十单元 

子宫疾病 

一、子宫颈肿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二、宫颈蟹病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分期 

4.临床表现 

5.并发症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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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单元 

子宫疾病 

三、宫蟹病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分期 

4.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 

四、宫瘤病 

1.分类 

2.病因病机 

3.病理改变（肌瘤变性） 

4.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辨证论治 

7.预防调护 

五、宫松病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分度 

4.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 

7.预防 

六、子宫内膜肉突 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第十一单元 

输卵管卵巢病 
一、急性盆腔肿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9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一单元 

输卵管卵巢病 

二、慢性盆腔肿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三、生殖器溃病 

1.病因病机 

2.传播途径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四、卵巢瘤病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其特点 

3.临床表现 

4.并发症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 

五、卵巢早衰 定义、临床表现、诊断依据、治疗 

六、多囊卵巢综合征 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第十二单元 

妇科其他疾病 

一、不孕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诊断步骤 

4.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二、子宫内膜异位症 病理改变、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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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三单元 

妊娠病 

一、流胎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分类 

4.各类流胎的临床特点 

5.各类流胎的处理措施 

二、异位孕 

1.定义 

2.病因病机 

3.病理及结局 

4.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处理措施 

三、妊吐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治疗 

四、妊娠血浪症 

1.定义 

2.分类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并发症 

5.处理 

6.预防 

第十四单元 

产后病 

一、产褥感染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处理 

二、产后乳汁异常 
1.多乳症 

2.缺乳症 

 



 

71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五单元 

计划生育 

一、避孕 
1.工具避孕 

2.药物避孕 

二、人工流产 

1.人工流产的适应症及禁忌症 

2.人工流产并发症的诊断与防治 

3.药物流产的适应症及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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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维医皮肤病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总论 

一、概论 皮肤的属性 

二、皮肤的结构 

1.表皮的结构与功能 

2.真皮的结构与功能 

3.皮肤附属器与功能 

4.皮下组织 

5.神经、血管、淋巴管 

三、皮肤的功能 

1.屏障功能 

2.吸收功能 

3.体温调节功能 

4.感觉功能 

5.分泌与排泄功能 

6.免疫功能 

四、皮肤病常见病因 
1.内因 

2.外因 

五、皮肤病的临床表现 

1.自觉症状 

2.原发皮损的种类及其特点 

3.继发皮损的种类及其特点 

六、皮肤病的诊断 诊断方法、用途及其意义 

七、皮肤病的治疗 治疗方法及用途 

第二单元 

病菌性皮肤病 
一、秃鹰癣（头癣）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异常体液质型秃鹰癣的证候体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异常体液质型秃鹰癣的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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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单元 

病菌性皮肤病 

二、汗癣（花斑癣）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异常体液质型汗癣的证候体征 

4.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汗癣的辨证论治 

三、疣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异常体液质型疣的证候体征 

3.异常体液质型疣的辨证论治 

4.外治疗法 

四、蚁咬疮（带状疱疹） 

1.病因病机 

2.异常体液质型蚁咬疮的证候体征 

3.异常体液质型蚁咬疮的辨证论治 

4.外治疗法 

五、毛囊肿（毛囊 

炎） 

1.病因病机 

2.异常体液质型毛囊肿的证候体征 

3.诊断 

4.异常体液质型毛囊肿的辨证论治 

第三单元药 

疹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临床表现 

3.诊断 

第四单元 

变态反应性皮肤

病 

一、水疮（湿疹）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分类及异常体液质型水疮的证候体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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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变态反应性皮肤

病 

二、风团病（荨麻 

疹） 

1.病因病机 

2.异常体液质型风团病的证候体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药物 

三、触皮肿（接触性皮炎

）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异常体液质型触皮肿的证候体征 

3.诊断 

4.异常体液质型触皮肿的辨证论治 

第五单元 

瘙痒性皮肤病 

一、干癣（慢性单纯性苔

癣） 

1.病因病机 

2.诱因 

3.异常体液质型干癣的证候体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药物 

二、结节性痒疹 

1.诱因 

2.异常体液质型结节性痒疹的证候体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药物 

第六单元 

色素障碍性皮肤

病 

一、白病（白癜风）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临床分期及其特点 

5.异常体液质型白病的证候体征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异常体液质型白病的辨证论治 

二、褐斑（黄褐斑） 

1.病因病机 

2.诱因 

3.异常体液质型褐斑的证候体征 

4.异常体液质型褐斑的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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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红斑丘疹鳞屑性

皮肤病 

一、鳞屑癣（银屑病）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异常体液质型鳞屑癣的证候体征 

4.临床分期及其特点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异常体液质型鳞屑癣的辨证论治 

二、多形红斑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异常体液质型多形红斑的证候体征 

3.异常体液质型多形红斑的辨证论治 

三、玫瑰疹（玫瑰糠疹） 

1.定义 

2.诱因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玫瑰疹的辨证论治 

6.预防及注意事项 

第八单元 

皮肤附属器疾病 

一、奶丘疮（痤疮） 

1.病因病机 

2.诱因 

3.临床分级及异常体液质型奶丘疮的证候体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奶丘疮的辨证论治 

6.外治疗法 

二、赤鼻病（玫瑰痤疮）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赤鼻病的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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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皮肤附属器疾病 

三、油性皮肿（脂溢性皮

炎） 

1.病因病机 

2.诱因 

3.异常体液质型油性皮肿的证候体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油性皮肿的辨证论治 

6.预防及注意事项 

四、狐病（斑秃） 

1.诱因 

2.病因 

3.异常体液质型狐病的证候体征 

4.异常体液质型狐病的辨证论治 

第九单元 

血管性皮肤病 

一、敏感紫癜（过敏性紫

癜） 

1.分类及其临床表现 

2.诊断与鉴别诊断 

3.并发症 

4.治疗药物 

二、硬结赤斑（结节性红

斑） 

1.诱因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异常体液质型硬结赤斑的辨证论治 

第十单元 

结缔组织病 

一、蝴蝶疮（红斑狼疮） 

1.临床表现 

2.并发症 

3.诊断与鉴别诊断 

二、皮硬病（硬皮 

病）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并发症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皮硬病的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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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一单元 

皮肤良恶性肿瘤 

一、黑痣瘤（黑色素瘤） 

1.病因病机 

2.诱因 

3.临床表现 

4.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二、血管瘤 

1.定义 

2.病因 

3.临床表现 

4.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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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维医骨伤科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总论 

一、相关临床解剖 

1.骨的生成 

2.骨的构成与显微结构 

3.骨连接 

二、骨折的分类 

1.按稳定程度分类 

2.按是否与外界相通分类 

3.按骨折线形状分类 

4.疲劳骨折 

5.按时间分类 

三、骨伤科的诊断 

1.骨折的临床表现 

2.骨伤科的诊断方法 

3.影像学检查 

4.实验室检查 

四、骨折的并发症 
1.早期并发症 

2.晚期并发症 

五、骨折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急救处理 

六、骨折的愈合 

1.愈合标准 

2.影响骨折愈合的因素 

3.内因与外因 

第二单元 

头部骨折 

一、顶骨骨折 并发症 

二、鼻骨骨折 诊断 

三、下颌骨骨折 诊断 

第三单元 

脊柱骨折 一、胸腰椎骨折 病因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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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三单元 

脊柱骨折 

二、治疗 搬运 

三、解剖基础 脊柱的活动度 

四、颈椎骨折 临床表现 

五、尾骨骨折 尾骨骨折的分类 

六、并发症 并发症及处理要求 

第四单元 

肩部骨折 

一、锁骨骨折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治疗 

二、肋骨骨折 

1.病因病机 

2.并发症 

3.诊断 

4.临床表现 

5.治疗 

三、肩胛骨骨折 

1.病因病机 

2.辅助检查 

3.治疗 

第五单元 

上臂骨折 

一、上臂近端骨折 

1.概念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治疗 

二、肱骨髁上骨折 

1.鉴别诊断 

2.分型 

3.治疗 

4.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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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上臂骨折 

三、肱骨干骨折 

1.临床表现 

2.并发症 

3.治疗 

4.鉴别诊断 

第六单元 
前臂骨折 

一、尺骨鹰嘴骨折 病因病机 

二、桡骨远端骨折 

1.分型 

2.临床表现 

3.诊断 

4.治疗 

三、前臂双骨折 

1.并发症 

2.诊断 

3.治疗 

第七单元 
腕部骨折 

一、腕舟骨骨折 

1.病因病机 

2.并发症 

3.解剖基础 

第八单元 
手部骨折 一、掌骨骨折 病因病机 

第九单元 
髋部骨折 

一、骨盆骨折 
1.临床表现 

2.并发症 

二、股骨干骨折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治疗 

三、股骨颈骨折 

1.解剖基础 

2.分型 

3.并发症 

四、粗隆间骨折 
1.分型 

2.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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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单元 

膝部骨折 

一、股骨髁间骨折 

1.概念 

2.鉴别诊断 

3.并发症 

二、胫骨平台骨折 

1.分型 

2.并发症 

3.特殊试验 

4.治疗 

三、髌骨骨折 
1.治疗 

2.并发症 

第十一单元 

小腿骨折 
一、胫腓骨干骨折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治疗 

第十二单元 

踝骨骨折 

一、临床表现 解剖基础 

二、分型 现代医学分型 

三、并发症 骨不连 

第十三单元 

足部骨折 

一、跟骨骨折 治疗 

二、跗骨骨折 病因病机 

第十四单元 

腰急崴伤 一、诊断 鉴别诊断 

第十五单元 

关节损症 

一、肩损症 

1.概念 

2.临床表现 

3.辅助检查 

4.治疗 

二、膝损症 

1.特殊试验 

2.辅助检查 

3.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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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五单元 

关节损症 

三、肘损症 
1.临床表现 

2.特殊试验 

四、踝关节崴伤 诊断 

第十六单元 

脱臼 

一、病因病机 病因 

二、分类 按脱臼的病因分类 

三、肩关节脱臼 

1.病因病机 

2.分型 

3.临床表现 

4.治疗 

四、肩锁关节脱臼 

1.分型 

2.诊断 

3.治疗 

五、髋关节脱臼 

1.诊断 

2.分型 

3.治疗 

六、肘关节脱臼 
1.并发症 

2.临床表现 

七、小儿桡骨头半脱位 病因病机 

第十七单元 

颈痛症 

一、分型 治疗 

二、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临床表现 

三、辨证分型 异常体液质 

第十八单元 

腰突病 

一、诊断 鉴别诊断 

二、临床表现 
1.疼痛 

2.受压神经 

三、分型 核磁分型 

四、体液质分型 维医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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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九单元 

脊柱僵硬（强直性脊柱炎） 

一、临床表现 
1.辅助检查 

2.症状 

二、病因病机 发病年龄 

三、体液质分型 维医药物治疗 

第二十单元 

椎管缩窄 

一、临床表现 典型症状 

二、诊断 鉴别诊断 

第二十一单元 

大关节肿 

一、病因病机 病原菌 

二、诊断 辅助检查 

三、临床表现 
1.关节表现 

2.典型表现 

第二十二单元 

小关节肿 
一、诊断 

1.辅助检查 

2.继发疾病 

3.鉴别诊断 

第二十三单元 

膝关节肿 

一、临床表现 疼痛特点 

二、诊断 鉴别诊断 

三、辨证分型 体液质分型 

第二十四单元 

关节风肿 

一、急性期治疗 现代医学药物治疗 

二、辅助检查  

三、概念 病名 

四、临床表现 典型临床表现 

第二十五单元 

足跟痛 一、临床表现 典型临床表现 

第二十六单元 

大腿上端腐死 

一、病因病机 内因、外因 

二、临床表现 典型临床表现 

三、特殊试验 四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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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十七单元 

滑膜肿 

一、病因病机 诱因 

二、临床表现 特殊试验 

三、分型 现代医学分型 

四、辨证分型 维医辨证分型 

五、并发症 化脓性关节炎 

六、治疗 维医治疗及预防 

第二十八单元 

腱包肿 

一、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 解剖基础 

二、特殊试验 握拳尺偏实验 

三、病因病机 好发部位 

第二十九单元 

骨髓肿 

一、病因病机 分型 

二、血源性骨髓炎 病理变化 

三、治疗 辅助检查 

第三十单元 

骨松病 

一、病因病机 内因与外因 

二、诊断 

1.鉴别诊断 

2.诊断依据 

三、临床表现 疼痛部位 

四、治疗 预防 

第三十一单元 

佝偻病 

一、病因病机  

二、临床表现 典型临床表现 

三、分期 不同时期的临床表现 

四、治疗 

1.现代医学药物治疗 

2.维医药物治疗 

第三十二单元 

骨关节溃病 

一、病因病机 原发病灶 

二、治疗 
1.治疗原则 

2.维医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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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三十三单元 

脊椎溃病 

一、临床表现 症状 

二、病因病机 最常见的部位 

三、诊断 鉴别诊断 

第三十四单元 

髋关节溃病 一、诊断 辅助检查 

第三十五单元 

膝关节溃病 

一、临床表现 初期临床表现 

二、诊断 鉴别诊断 

第三十六单元 

先天性发育不良 
一、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1.诊断 

2.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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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维医外科学 

（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不测试）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胆囊疾病 

一、胆囊肿 
（胆囊炎） 

1.定义 

2.病因病机 

3.诱因 

4.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药物 

7.手术治疗 

二、胆积石 
（胆石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药物 

6.手术治疗 

第二单元 
肠道疾病 

一、阑尾肿 
（阑尾炎）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分类及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药物及方法 

二、肠梗阻 

1.定义 

2.诱因 

3.病因病机 

4.分类及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并发症 

7.治疗药物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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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单元 

肠道疾病 
三、疝气病 

1.定义 

2.诱因 

3.病因病机 

4.分类及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药物及方法 

第三单元 

泌尿系疾病 

一、泌尿系感染 
1.临床表现 

2.治疗药物 

二、泌尿系结石 

1.病因病机 

2.诱因 

3.临床表现 

4.并发症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药物及方法 

三、膀胱瘤病 

1.病因病机 

2.诱因 

3.临床表现 

4.并发症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药物及方法 

第四单元 

溃疮病 
一、疖 

1.定义 

2.病因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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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溃疮病 
二、痈 

1.定义 

2.病因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方法 

第五单元 

其他疾病 

一、冻损症 

（冻疮） 

1.定义 

2.临床表现 

二、烧伤 

1.病因 

2.分级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三、肛裂 

1.病因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5.预防及注意事项 

四、痔疮 

1.病因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5.预防及注意事项 

五、肛周疮 

（肛周脓肿） 

1.病因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5.预防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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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其他疾病 
六、肛瘘病 

1.病因 

2.分类及其临床表现 

3.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4.预防及注意事项 



 

90 

（十二）诊断学基础 

 
单元 细目 要点 

一、症状学 

（一）发热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二）头痛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三）胸痛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四）腹痛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五）咳嗽与咳痰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六）咯血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4.咯血与呕血的鉴别 

（七）呼吸困难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八）水肿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九）恶心与呕吐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十）呕血与黑便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十一）黄疸 

1.概念 

2.胆红素的正常代谢 

3.各型黄疸的病因、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特点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十二）抽搐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十三）意识障碍 
1.概念 

2.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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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二、问诊 问诊 
1.问诊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2.问诊的内容 

三、检体诊断 

（一）基本检查法 

1.视诊的内容及方法 

2.常用触诊方法及其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 

3.叩诊的方法及常见叩诊音 

4.听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5.嗅诊常见异常气味及临床意义 

（二）全身状态检查及临床意义 

1.生命体征检查内容及临床意义 

2.发育与体型 

3.营养状态 

4.意识状态 

5.面容与表情 

6.体位及步态 

（三）皮肤检查及临床意义 

1.弹性、颜色、湿度 

2.皮疹、皮下出血、蜘蛛痣、水肿 

3.皮下结节、毛发 

（四）淋巴结检查 

1.浅表淋巴结分布 

2.浅表淋巴结检查方法 

3.浅表淋巴结肿大的临床意义 

（五）头部检查 

1.头颅形状、大小 

2.眼部 

3.耳部 

4.鼻部 

5.口腔、腮腺 

（六）颈部检查 

1.颈部血管 

2.甲状腺 

3.气管 

（七）胸壁及胸廓检查 

1.胸部体表标志及分区 

2.胸廓 

3.胸壁 

4.乳房 

（八）肺和胸膜检查 

1.视诊 

2.触诊 

3.叩诊 

4.听诊（呼吸音、啰音、胸膜摩擦音、听觉语音

） 

5.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体征 

（九）心脏、血管检查 

1.视诊 

2.触诊 

3.叩诊 

4.听诊[心脏瓣膜听诊区、心率、心律、正常心音

、心音改变、额外心音（喀喇音、奔马律及开瓣

音）、心脏杂音、心包摩擦音] 

5.血管检查 

6.循环系统常见疾病的体征 

（十）腹部检查 

1.视诊（外形、呼吸运动、腹壁静脉、胃肠型和

蠕动波） 

2.触诊（腹壁紧张度、压痛和反跳痛，液波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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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脾、肾触诊，正常腹部可触及的结构

，腹部肿块触诊） 

3.叩诊（叩诊音，腹腔脏器叩诊，移动性浊音叩

诊） 

4.听诊（肠鸣音、振水音、血管杂音） 

5.腹部常见疾病的体征（急性腹膜炎、肝硬化门

静脉高压、肠梗阻） 

（十一）肛门、直肠检查及临床

意义 

1.视诊 

2.指诊 

（十二）脊柱与四肢检查及临床

意义 

1.脊柱 

2.四肢与关节 

（十三）神经系统检查及临床意

义 

1.脑神经检查（视神经、动眼神经、三叉神经、

面神经） 

2.感觉功能 

3.运动功能 

4.生理及病理反射 

5.脑膜刺激征及拉塞格征 

四、实验室诊断 

（一）血液的一般检查及临床意

义 

1.血红蛋白测定和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形态变化 

2.白细胞计数和白细胞分类，中性粒细胞核象变

化 

3.网织红细胞 

4.血小板计数 

5.红细胞沉降率 

6.C反应蛋白 

（二）血栓与止血检查 

1.出血时间 

2.血小板聚集 

3.凝血因子（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血浆凝血

酶原时间、血浆纤维蛋白原） 

4.纤溶活性（D-二聚体、3P试验） 

5.口服抗凝药治疗监测 

（三）骨髓检查 
1.骨髓细胞学检查的临床意义 

2.骨髓增生程度分级 

（四）肝脏病实验室检查 

1.蛋白质代谢 

2.胆红素代谢 

3.血清酶及同工酶（ALT、AST、ALP、γ-GT

、LDH） 

4.甲、乙、丙型病毒性肝炎标志物 

（五）肾功能检查 

1.肾小球功能 

2.肾小管功能（尿β2-微球蛋白、莫氏试验） 

3.血尿酸 

（六）常用生化检查 

1.糖代谢检查（血糖、葡萄糖耐量试验、血清糖

化血红蛋白） 

2.血脂（血脂四项） 

3.电解质 

4.血清铁及其代谢物测定（血清铁、铁饱和度、

铁蛋白） 

（七）淀粉酶检查及心肌损伤标

志物 

1.血、尿淀粉酶 

2.心肌损伤常用酶检测（CK、CK-MB、LDH及

其同工酶） 

3.心肌蛋白检测（cTnT、cT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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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脑钠肽 

（八）免疫学检查 

1.血清免疫球蛋白及补体 

2.感染免疫（ASO、肥达反应） 

3.肿瘤标志物（AFP、CEA、CA125、PSA、

CA19-9） 

4.自身抗体检查（RF、ANA、抗Sm抗体、抗SSA

抗体、抗双链DNA抗体） 

（九）尿液检查 

1.一般性状（尿量、颜色、气味、比重） 

2.化学检查（蛋白、糖、酮体） 

3.显微镜检查（细胞、管型、菌落计数） 

4.1小时细胞排泄率 

（十）粪便检查 

1.标本采集 

2.一般性状（量、颜色、性状、气味） 

3.显微镜检查（细胞、寄生虫） 

4.化学检查（隐血试验、胆色素检查） 

5.细菌学检查 

（十一）痰液检查 

1.标本收集 

2.一般性状（量、色、性状、气味） 

3.显微镜检查 

4.病原体检查 

（十二）浆膜腔穿刺液检查 
1.浆膜腔积液分类及常见原因 

2.渗出液与漏出液的鉴别 

（十三）脑脊液检查 
1.脑脊液检查的适应证、禁忌证 

2.常见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脑脊液特点 

五、心电图诊断 

（一）心电图基本知识 
1.常用心电图导联 

2.心电图各波段的意义 

（二）心电图测量，正常心电图

及临床意义 

1.心率计算及各波段测量 

2.心电轴测定 

3.心电图各波段正常范围及其变化的临床意义 

（三）常见异常心电图及临床意

义 

1.心房、心室肥大 

2.心肌梗死及心肌缺血 

3.心律失常（过早搏动、异位性心动过速、心房

颤动、房室传导阻滞） 

4.血钾异常 

5.心电图的临床应用价值 

六、影像诊断 

（一）超声诊断 

1.超声诊断的临床应用 

2.二尖瓣、主动脉瓣膜病变声像图及心功能评价 

3.胆囊结石、泌尿系结石的异常声像图 

4.脂肪肝、肝硬化的异常声像图 

（二）放射诊断 

1.X线的特性及成像原理 

2.X线检查方法 

3.CT、磁共振成像（MRI）的临床应用 

4.呼吸系统常见病的影像学表现 

5.循环系统常见病的影像学表现 

6.消化系统疾病影像学检查及常见疾病的影像学

表现 

7.泌尿系统常见病的影像学表现 

8.骨与关节常见病的影像学表现 

9.常见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像学表现 

（三）放射性核素诊断 体外竞争放射分析（TT3、FT3、TT4、FT4、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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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肽、胰岛素） 

七、病历与诊断方法 病历与诊断方法 

1.病历书写的格式与内容 

2.确立诊断的步骤及原则 

3.诊断内容及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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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传染病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一、传染病学总论 

（一）感染 

1.感染的概念 

2.感染过程的表现 

3.感染过程中病原体的作用 

4.感染过程中免疫应答的作用 

5.感染病的发病机制 

（二）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1.流行过程的基本条件 

2.影响流行过程的因素 

（三）传染病的特征 
1.基本特征 

2.临床特征 

（四）传染病的诊断 

1.流行病学资料 

2.临床资料 

3.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五）传染病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治疗方法 

（六）传染病的预防 

1.管理传染源 

2.切断传播途径 

3.保护易感人群 

二、病毒感染 

（一）病毒性肝炎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二）流行性感冒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三）人禽流感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四）艾滋病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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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五）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性出血热）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六）狂犬病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七）流行性乙型脑炎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三、细菌感染 

（一）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二）伤寒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三）细菌性痢疾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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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预防 

（四）霍乱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五）鼠疫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六）结核病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七）布鲁菌病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四、消毒与隔离 

（一）消毒 

1.消毒的概念 

2.消毒的目的 

3.消毒的种类 

4.消毒方法 

5.消毒方法的监测 

（二）隔离 

1.隔离的概念 

2.隔离的种类 

3.隔离的期限 

（三）医院感染 
1.医院感染的概念 

2.医院感染的防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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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卫生法规 
 

单元 细目 要点 

一、卫生法概述 

（一）卫生法的概念和渊源 
1.卫生法的概念 

2.卫生法的渊源 

（二）卫生法的基本原则和作用 
1.卫生法的基本原则 

2.卫生法的作用 

二、卫生法律责任 

（一）卫生民事责任 

1.卫生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 

2.卫生民事责任的构成 

3.卫生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二）卫生行政责任 

1.卫生行政责任的概念及其种类 

2.卫生行政处罚的概念及其种类 

3.卫生行政处分的概念及其种类 

（三）卫生刑事责任 

1.卫生刑事责任的概念 

2.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 

3.违反卫生法的刑事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师法》 

（一）医师的概念及职责 
1.医师的概念 

2.医师的职责 

（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 
1.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条件 

2.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条件 

（三）医师执业注册制度 
1.医师注册的条件及办理 

2.不予注册的情形 

（四）医师的权利、义务和执业规则 

1.医师的权利 

2.医师的义务 

3.医师执业规则 

（五）《医师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1.民事责任 

2.行政责任 

3.刑事责任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 

（一）概述 

1.《药品管理法》的立法目的 

2.药品的法定含义 

3.药品必须符合法定要求 

（二）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

假药与劣药 

1.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假药 

2.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劣药 

（三）特殊药品的管理 

1.特殊药品的分类 

2.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3.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四）《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法规、

规章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的有关规定 

1.医疗机构药品使用的管理规定 

2.处方的管理规定 

3.关于禁止药品购销中账外暗中给予、收受回

扣或者其他利益的规定 

（五）《药品管理法》规定的法律责

任 

1.民事责任 

2.行政责任 

3.刑事责任 

4.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在药品购销中违法给予、

收受回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 

（一）概述 

1.《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目的 

2.我国对传染病防治实行的方针 

3.法定传染病的分类 

（二）传染病预防与疫情报告 1.国家建立传染病预防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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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级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

预防控制中的职责 

3.传染病疫情报告 

4.传染病疫情的通报和公布 

（三）传染病疫情控制措施及医疗救

治 

1.医疗机构发现传染病时应采取的措施 

2.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或接到传染病疫情时

应采取的措施 

3.各级政府部门在传染病发生时应采取的紧急

措施 

4.医疗救治 

（四）相关机构及其人员违反《传染

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 

1.民事责任 

2.行政责任 

3.刑事责任 

六、《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 

（一）概述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的方针及原则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应

急准备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制定与预案的主

要内容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体系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信

息发布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报告制度与报告情形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 
1.应急预案的启动 

2.应急预案的实施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规定的法律责任 

1.医疗机构违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规定应追究的法律责任 

2.在突发事件处理工作中有关单位和个人未履

行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3.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扰乱公共秩序应追究的

法律责任 

七、《医疗纠纷预防和

处理条例》 

（一）概述 

1.医疗纠纷的概念 

2.医疗纠纷的处理原则 

3.医疗纠纷的合作共治中的部门责任 

（二）医疗纠纷的预防 

1.预防医疗纠纷的原则 

2.医疗机构的职责 

3.医务人员的责任 

4.患者的权利与义务 

（三）医疗纠纷的处理 

1.医疗纠纷的处理途径 

2.医疗纠纷中患者的权利 

3.病历资料、现场实物等的封存与处理 

4.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 

5.医疗损害鉴定 

6.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 

（四）法律责任 

1.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2.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 

3.鉴定机构、尸检机构的法律责任 

4.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的法律责任 

5.卫生行政机关及人员的法律责任 

八、《医疗损害责任》 （一）概述 

1.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 

2.医疗损害责任的赔偿主体 

3.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 

4.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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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1.未尽到说明义务 

2.泄露患者隐私或个人信息 

3.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三）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

形 

1.患方不配合实施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2.紧急情况下已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3.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四）紧急情况下的医疗措施 紧急情况下实施相应医疗措施的条件和程序 

（五）病历资料 
1.填写与保管 

2.查阅与复制 

（六）对诊疗行为的规范 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权益保

护 

干扰医疗秩序损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法律后

果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医药法》 

（一）概述 
1.《中医药法》制定目的、适用范围 

2.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原则、方针 

（二）中医药服务 

1.中医药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 

2.中医诊所、中医医师的准入管理制度 

3.保持中医药服务的特色 

4.中医药服务的政策支持、保障 

5.中医医疗广告管理 

6.中医药服务的监督 

（三）中药保护与发展 

1.中药材质量管理制度 

2.中药饮片管理制度 

3.促进中药制剂发展管理制度 

（四）中医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

中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 

1.完善学历教育 

2.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3.鼓励中医药师承教育 

4.鼓励中医药科学研究 

5.中医药传承 

6.中医药文化传播 

（五）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 

1.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条件保障 

2.中医药标准体系规定 

3.中医药行政部门的法律责任 

4.中医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5.中医医师（考核取得）的法律责任 

十、《医疗机构从业人

员行为规范》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1.总则 

2.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基本行为规范 

3.管理人员行为规范 

4.医师行为规范 

5.护士行为规范 

6.医技人员行为规范 

7.药学技术人员行为规范 

8.其他人员行为规范 

9.实施与监督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 

（一）概述 

1.《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立法目的、

适用范围 

2.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原则、方针 

3.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 

（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1.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含义和组成 

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管理制度 

3.基本医疗服务相关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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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民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的权利与义务 

（三）医疗卫生机构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各类医疗机构提供的主要服务 

3.举办医疗机构的条件 

4.医疗卫生机构的分类管理 

5.医疗卫生技术临床应用的分类管理 

6.发生突发事件时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管理 

（四）医疗卫生人员 

1.医疗卫生人员培养规划 

2.医疗卫生人员的执业活动管理 

3.医疗卫生人员的人事、薪酬、奖励制度 

4.医疗卫生人员定期到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从

事医疗卫生工作制度 

5.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保障 

（五）药品供应保障 
1.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2.药品追溯制度和供求监测体系 

（六）健康促进 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七）资金保障、监督管理与法律责

任 

1.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的资金保障 

2.医疗保障体系 

3.医疗卫生综合监督管理体系 

4.医疗卫生机构的法律责任 

5.医疗卫生人员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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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维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 

(2025年版) 

 

(含具有规定学历的执业助理医师、 

师承或确有专长的执业助理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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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技能考试大纲 

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一单元 

医师职业素养 

一、医德医风   

二、沟通能力   

三、人文关怀   

第二单元 

维医思维与诊疗

能力 

一、维医五诊信息

采集 观、问、听、切、嗅  

二、诊断与鉴别诊断   

三、辨质论治 不要求亚分类  

四、预防与调护   

第三单元 

维医操作技能 

一、维医辨质方法   

二、常见急性病症的

外治疗法 

1.头痛 外敷疗法 

2.落枕 拔罐疗法 

3.心悸 催吐疗法 

4.心痛病 外敷疗法 

5.喘病 雾化疗法 

6.胃痛 外敷疗法 

7.痛经 热敷疗法 

8.关节脱位 手法复位 

9.牙痛 漱口疗法 

10.高热 冷化疗法 

11.腰肌扭伤 推拿疗法 

12.常见骨折 手法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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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三单元 
维医操作技能 

三、维医适宜技术 

1.针灸疗法  

2.推拿疗法 
手法：攘法、拿法、揉法 
抖法、按法、捏脊法、推法、搓法 

3.蒸气疗法  

4.拔罐疗法  

5.外敷疗法  

6.泡肢疗法  

7.灌肠疗法  

8.艾叶熏疗法  

9.冷化疗法  

10.热化疗法  

11.催吐疗法  

12.漱口疗法  

13.涂油疗法  

14.蜡疗  

15.漱鼻疗法  

16.温泉疗法  

17.闻熏疗法  

18.阴栓疗法  

19.阴道注洗疗法  

20.坐浴疗法  

21.刮痧疗法  

22.埋沙疗法  

23.日光浴疗法  

24.贴敷疗法  

25.雾化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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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四单元 

西医临床技能 
一、体格检查 

1.全身状态检查 
生命体征、发育与体型、营养状态

、意识状态、面容、体位、步态 

2.皮肤检查  

3.浅表淋巴结检查  

4.头部检查 

1.眼部检查:眼睑、结膜、巩膜、瞳孔(

大小与形状、对光反射、集合反射)、

眼球运动 

2.咽部、扁桃体检查 

3.鼻窦检查 

5.颈部检查 血管、甲状腺、气管 

6.胸廓、胸壁与乳房检查  

7.肺和胸膜检查 

1.视诊（呼吸运动、呼吸频率、呼吸

节律、呼吸深度） 

2.触诊(胸廓扩张度、语音震颤、胸

膜摩擦感) 

3.叩诊(叩诊方法、叩诊音、肺界叩

诊) 

4.听诊(听诊方法、呼吸音、哕音、

胸膜摩擦音、听觉语音) 

8.心脏检查 

1.视诊(心前区隆起、心尖搏动、心

前区异常搏动) 

2.触诊(心尖搏动、震颤、心包摩擦

感) 

3.叩诊(心脏相对浊音界) 



 

106 

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四单元 
西医临床技能 

一、体格检查 

8.心脏检查 
4.听诊(心脏瓣膜听诊区、听诊方法
、心率、心律、心音、额外心音、
心脏杂音、心包摩擦音) 

9.血管检查 脉搏、血管杂音、周围血管 

10.腹部检查 

1.视诊(腹部外形、呼吸运动、腹壁
静脉、胃肠型和蠕动波) 

2.触诊(腹璧紧张度、压痛及反跳痛、
腹部包块、肝牌触诊、墨菲征、液波
震颤) 

3.叩诊(腹部叩诊音、肝浊音界、移
动性浊音、肾区叩击痛、膀胱叩诊) 

4.听诊(肠鸣音、振水音) 

11.脊柱、四肢检查 

1.脊柱(弯曲度、活动度、压痛与叩
击痛) 

2.四肢关节 

12.神经系统检查 

1.肌力、肌张力 

2.共济运动 

3.神经反射(浅反射、深反射、病理
反射) 

4.脑膜刺激征 

5.拉塞格征 

二、基本操作 

1.外科手消毒  

2.戴无菌手套  

3.穿、脱手术衣  

4.手术区皮肤消毒  

5.穿、脱隔离衣  

6.创伤的现场止血法  

7.伤口(切口)换药  

8.脊柱损伤的现场搬运  

9.长骨骨折现场急救固定  

10.心肺复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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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四单元 

西医临床技能 
二、基本操作 

11.气囊面罩简易呼吸器的使用  

12.导尿术(男、女)  

13.胸膜腔穿刺术  

14.腹腔穿刺术  

第五单元 

辅助检查 

辅助检查结果分析判

读 

1.心电图 

1.正常心电图 

2.心房、心室肥大 

3.心肌缺血 

4.急性心肌梗死 

5.过早搏动 

6.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7.室性心动过速 

8.心房颤动 

9.心室颤动 

10.房室传导阻滞 

2.X线检查 

1.正常胸部正位片 

2.阻塞性肺气肿 

3.气胸 

4.胸腔积液 

5.大叶性肺炎 

6.肺癌 

7.胃溃疡 

8.急性胃肠穿孔 

9.肠梗阻 

10.长骨骨折 

 

3.CT影像诊断 

1.肺癌 

2.急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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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五单元 

辅助检查 

辅助检查结果分析判

读 

3.CT影像诊断 

3.脑梗死 

4.脑出血 

5.蛛网膜下腔出血 

4.实验室检查 

1.血常规 

2.尿液检查 

3.粪便检查 

4.肝功能(血清蛋白、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天门冬氨 

5.甲、乙、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6.肾功能(尿素氮、肌酐、尿酸、内

生肌酐清除率) 

7.血糖、葡萄糖耐量试验、糖化血红

蛋白、 

8.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9.血清钾、钠、氯、钙 

10.血清淀粉酶 

11.血清心肌标志物(心肌酶、肌钙蛋

白) 

12.血浆B型脑钠肽 

13.抗链球菌溶血素“O” 

14.类风湿因子与抗核抗体 

15.动脉血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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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五单元 

辅助检查 

辅助检查结果分析判

读 
4.实验室检查 

16.常用肿瘤标志物 (AFP、CEA、

CA125) 

17.血、尿hCG 

18.甲状腺功能(FT3、FT4、TSH、甲状

腺自身抗体)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一、维医常见病 

1.半头痛  

2.头痛 热性、寒性头痛 

3.咳嗽  

4.气道肿  

5.呼吸道风感  

6.喘病  

7.肺溃病  

8.肺弱症  

9.心悸病  

10.心痛病  

11.血浪症  

12.血稠  

13.心衰病  

14.脑阻梗  

15.瘫痪  

16.胃肿  

17.胃蟹病  

18.食管肿  

19.结肠溃疮  

20.肝枯萎  

21.肝脂溢  

22.便滞  

23.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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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一、维医常见病 

24.慢性前列腺肿  

25.肝肿  

26.水肿  

27.肾肿  

28.颤病  

29.泌尿系结石  

30.痔疮  

31.经闭症  

32.经痛症  

33.经瘾病  

34.宫颈肿  

35.宫瘤病  

36.不孕病  

37.外阴白斑  

38.白带病  

39.宫颈蟹病  

40.白病  

41.鳞皮癣  

42.风团病  

43.蚁咬疮  

44.水疮  

45.大关节肿  

46.小关节肿  

47.膝关节肿  

48.髋神经痛  

49.肩脱臼  

50.上臂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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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一、维医常见病 

51.腕骨折  

52.肱骨折伤  

53.小腿折伤  

54.腰突病  

二、西医常见病 

1.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2.慢性支气管炎  

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4.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5.支气管哮喘  

6.肺炎(肺炎链球菌肺炎、支原体

肺炎) 
 

7.肺结核  

8.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9.慢性呼吸衰竭  

10.心力衰竭  

11.心律失常  

(1)过早搏动  

(2)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3)室性心动过速  

(4)心房颤动  

12.原发性高血压  

1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4.病毒性心肌炎  

15.慢性胃炎  

16.消化性溃疡  

17.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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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二、西医常见病 

18.溃疡性结肠炎  

19.肝硬化  

20.急性胰腺炎  

21.慢性肾小球肾炎  

22.尿路感染  

23.慢性肾衰竭  

24.缺铁性贫血  

25.再生障碍性贫血  

26.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27.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28.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29.糖尿病  

30.血脂异常  

31.高尿酸血症与痛风  

32.类风湿关节炎  

33.脑梗死  

34.脑出血  

35.蛛网膜下腔出血  

36.病毒性肝炎  

37.乳腺增生病  

38.急性阑尾炎  

39.肠梗阻  

40.胆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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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1 要点2 

第六单元 

常见病 
二、西医常见病 

41.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42.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43.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  

44.绝经综合征  

45.阴道炎  

46.先兆流产  

47.异位妊娠  

48.产褥感染  

49.肾病综合征  

50.过敏性紫瘢  

51.水痘  

52.流行性腮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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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综合考试大纲 
 

（一）维医基础理论 

 
 

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一单元 

绪论 

一、中医药 
1.中医药 中医药的定义 

2.学科分类 中医学学科分类 

二、维医学 

1.维医学基本内容 
1.维医学概念 

2.基本内容 

2.研究对象及任务 
1.研究对象 

2.研究任务 

第二单元 

人体生命要素 

一、四大物质学说 

1.基本概念 
1.四大物质学说定义 

2.四大物质的定义 

2.四大物质的本质 

1.火的特征与作用 

2.气的特征与作用 

3.水的特征与作用 

4.土的特征与作用 

5.四大物质学说在维医学中的应用 

二、气质学说 

1.基本概念 
1.气质学说的定义 

2.气质的定义 

2.气质的分类与特征 
1.平和气质 

2.不平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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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二单元 

人体生命要素 

二、气质学说 2.气质的分类与特征 

3.人的气质 

4.人不同生长阶段的气质 

5.各季节的特性 

6.气质的等级 

7.气质学说的适用 

三、体液质学说 

1.基本概念 

1.体液质学说的定义 

2.体液质的定义 

3.体液质的生成 

4.体液质的平衡 

5.体液质的分类 

6.体液质学说的适用 

2.正常体液质的分类与特征 

1.正常体液质的定义 

2.正常体液质分类 

3.正常体液质的作用 

4.正常体液质人群的体征与表现 

3.异常体液质的分类与特征 

1.异常体液质的定义 

2.异常体液质分类 

3.异常体液质的形成 

4.异常体液质的形成因素 

5.异常体液质的证候特征 

四、器官学说 

1.基本概念 

1.器官学说的定义 

2.器官的定义 

3.器官学说的适用 

2.器官的分类 
1.结构分类 

2.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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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二单元 

人体生命要素 

四、器官学说 2.器官的分类 3.气质分类 

五、驱力学说 

1.基本概念 
1.驱力学说的定义 

2.驱力的定义 

2.驱力的分类与特征 

1.生命驱力的特征与作用 

2.精神驱力的分类与特征 

3.自然驱力的分类与特征 

六、精气学说 

1.基本概念 

1.精气学说的定义 

2.精气的定义 

3.精气学说的适用 

2.精气的分类 

1.生命精气的特征 

2.精神精气的特征 

3.自然精气的特征 

七、形学说 

1.基本概念 
1.形学说的定义 

2.形的定义 

2.形的分类 
1.简易形 

2.复杂形 

第三单元 

健康学说 

一、基本概念 

1.健康 健康的定义 

2.健康必要素 

1.空气 

2.饮食 

3.睡与醒 

4.动与静 

5.精神状态 

6.积与泄 

二、预防与养生 1.器官的养生 
1.支配器官的养生 

2.被支配器官的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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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三单元 

健康学说 
二、预防与养生 

1.器官的养生 
3.附属器官的养生 

4.避免恶习 

2.预防 

1.未病的概念 

2.未病先防 

3.既病防变 

第四单元 

病因病机 

一、疾病 
1.疾病的概述  

2.疾病的分类  

二、病因 

1.基本概念  

2.病因的分类 
1.内因 

2.外因 

3.各类疾病的病因 

1.气质失调类疾病的病因 

2.形状改变类疾病的病因 

3.结构损伤类疾病的病因 

4.气源性疾病的病因 

三、疾病周期 
1.疾病的加重期  

2.疾病的危重期  

四、预后 
1.康复  

2.死亡  

第五单元 

症状 

一、症状的概述 
1.症状  

2.体征  

二、症状的类型 
1.疾病性症状  

2.气质、体液质相关的症状  

第六单元 

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一、治疗原则 分类  

二、治疗方法 
1.精神疗法  

2.饮食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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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一 细目二 要点 

第六单元 

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二、治疗方法 

3.药物疗法  

4.手技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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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医诊断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绪论 
绪论 

1.诊断原理 

2.诊断思维原则 

第二单元 

诊法（观诊） 

一、观诊的意义及

方法 

1.观诊的意义 

2.观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观诊的内容 

1.全身观诊 

2.局部观诊 

3.排泄物观诊 

第三单元 

诊法（询诊） 

一、询诊的意义及

方法 

1.询诊的意义 

2.询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询诊的内容 

1.一般情况 

2.主诉 

3.现病史 

4.既往史 

5.个人生活史 

6.月经史 

7.婚育史 

8.家族史 

三、询现在症 

1.起病情况 

2.主要病征特点 

3.病因与诱因 

4.伴随病征 

5.病情发展及演变 

6.诊治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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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三单元 

诊法（询诊） 三、询现在症 
7.病程中的一般情况（口渴与饮食、食欲与食量、口味；睡眠

情况；大小便情况） 

第四单元 

诊法（听诊） 

一、听诊的意义及

方法 

1.听诊的意义 

2.听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二、听诊的内容 
1.正常声音 

2.异常声音（发声，语言，呼吸，咳嗽，心音，胃肠异常声音） 

第五单元 

诊法（按触诊） 

一、按诊 

1.按诊及其意义 

2.按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3.按诊的内容（头部按诊，颈部按诊，胸部按诊，腹部按诊，肌

肤按诊，四肢按诊） 

二、脉诊 

1.脉诊的原理 

2.脉搏形成之因（器官因素，原动因素，需求因素） 

3.诊脉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4.脉象及其种类 

5.正常脉象 

6.异常脉象 

第六单元 

诊法（嗅诊） 

一、嗅诊的临床意义 

1.痰液味 

2.呕吐物味 

3.呼气味 

4.病人身上气味 

5.汗液味 

6.粪便味 

7.尿味 

8.耳朵分泌物味 

9.口味 

二、嗅诊的方法及注

意事项 

1.嗅诊方法 

2.嗅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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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诊法（嗅诊） 

三、嗅诊的内容 
1.病体气味 

2.病室气味 

第七单元 
辨症（病征及其分类） 

一、病征概述 病征（广义及狭义） 

二、病征的分类 

1.全身性病征 

2.局部性病征 

3.体外性病征 

4.体内性病征 

5.直接性病征 

6.合并性病征 

7.先兆性病征 

8.专有性病征 

9.鉴别性病征 

10.气质性病征 

第八单元 
辨症（常见病征） 

一、发热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二、疼痛 

1.定义 

2.性质 

3.疼痛部位 

4.症见 

5.伴随病征 

三、发绀 
1.定义 

2.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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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辨症（常见病征） 

三、发绀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四、咳嗽与咳痰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五、咯血和呕血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六、心悸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七、水肿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八、恶心呕吐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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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辨症（常见病征） 

八、恶心呕吐 5.问诊要点 

九、吞咽困难 

1.定义 

2.症见 

3.伴随病征 

4.问诊要点 

十、腹泻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伴随病征 

5.问诊要点 

十一、便秘 

1.定义 

2.分类 

3.症见 

4.问诊要点 

十二、便血 

1.定义 

2.症见 

3.伴随病征 

4.问诊要点 

十三、腹胀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十四、面色苍白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十五、黄疸 

1.定义 

2.症见 

3.伴随病征 

4.问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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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辨症（常见病征） 

十六、小便异常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十七、食欲不振 

1.定义 

2.症见 

3.问诊要点 

十八、瘫痪与麻痹 

1.定义 

2.症见 

3.分类 

4.问诊要点 

第九单元 

辨证（辨失调气质） 

一、辨非体液质性

气质失调 

1.热证 

2.寒证 

二、辨异常体液质类

型 

1.异常胆液质型气质失调征象 

2.异常血液质型气质失调征象 

3.异常黏液质型气质失调征象 

4.异常脾液质型气质失调征象 

第十单元 

辨证（辨病证） 

一、支配器官疾病辨

证 

1.脑系疾病辨证 

2.心系疾病辨证 

3.肝系疾病辨证 

二、被支配器官疾病

辨证 

1.神经系疾病辨证 

2.气管、肺系疾病辨证 

3.食管疾病辨证 

4.胃系疾病辨证 

5.肠道系疾病辨证 

6.胆道系疾病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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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单元 

辨证（辨病证） 

二、被支配器官疾病

辨证 

7.胰腺系疾病辨证 

8.泌尿系疾病辨证 

9.生殖器官疾病辨证 

三、附属器官疾病的

辨证 

1.血液及血管疾病辨证 

2.皮肤疾病辨证 

3.骨关节疾病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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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药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维药概述 
一、中药材、维药材、维药

学含义及其基本任务 

1.中药材、维药材的含义 

2.维药学定义及其基本任务 

第二单元 

药材资源、采集与贮

藏及传统经验鉴别方

法 

一、药材资源、采集与贮藏 药材资源、采集与贮藏 

二、药材传统经验鉴别方法 
药材传统经验鉴别方法（眼看、手摸、鼻闻、口尝）及其代表

性药材的鉴别方法 

第三单元 

维药的基本理论 

一、药性 
1.药性的分类及其性级 

2.药性的基本作用 

二、药味 
1.药味的分类（9种味） 

2.药味的基本作用 

三、功效 药物功效、药物不良反应 

四、毒性 
1.毒性的分类 

2.常见的毒性药物 

五、矫正药与代用药 
1.矫正药的定义及其应用意义 

2.代用药的定义及其应用意义 

第四单元 

用药禁忌 
配伍禁忌 

1.药物配伍的使用原则 

2.常见的配伍、禁忌药物：人参与黎芦、曼陀罗子与天仙子等 

第五单元 

剂量与用法 

一、剂量 

1.药物性质与剂量的关系 

2.剂型、配伍与剂量的关系 

3.年龄、体质、病情与剂量的关系 

4.季节变化与剂量的关系 

二、用法 煎煮方法（包括先煎、后下、包煎、另煎、冲服等） 

第六单元 

异常体液质调节药 一、异常胆液质调节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榅桲子、柠檬、

酸李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榅桲子、酸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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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异常体液质调节药 

二、异常血液质调节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大麦、樟脑、酸

石榴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樟脑 

三、异常黏液质调节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草果、肉桂、干

姜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草果 

四、异常脾液质调节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无花果、无核葡

萄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无花果 

第七单元 

异常体液质成熟药 

一、异常胆液质成熟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天山堇菜、睡莲

花、玫瑰花、蜀葵花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玫瑰花 

二、异常黏液质成熟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甘草、小茴香、

茴芹果、洋甘菊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甘草、茴芹果 

三、异常脾液质成熟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薰衣草、牛舌草

、破布木果、香青兰、铁线蕨、菟丝子、赤芍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菟丝子、赤芍 

第八单元 

异常体液质清除药 

一、异常胆液质清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刺糖、罗望实、

黄诃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罗望实、黄诃子 

二、异常黏液质清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番泻叶、阿里红

、盒果藤根皮、司卡摩尼亚脂、药西瓜、芦荟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阿里红、盒果藤根皮、司卡摩尼亚脂

、芦荟 

三、异常脾液质清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阿勃勒、水龙骨

、菟丝草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阿勃勒 

第九单元 

血液质纯化药、止血

药、补血药 

一、血液质纯化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地锦草、酸枣（

圆枣）、菝葜、中亚菝葜、毛诃子、西青果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毛诃子、西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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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九单元 

血液质纯化药、止血

药、补血药 

二、止血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琥珀、阿拉伯胶

树汁、石榴花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阿拉伯胶树汁 

三、补血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甜石榴、铁落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铁落 

第十单元 

防御驱力增强药 
防御驱力增强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人参、蔷薇红景

天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人参 

第十一单元 

滋补支配器官药 

一、补脑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龙涎香、海狸香

、麝香、小豆蔻、阿月浑子、核桃仁、甜巴旦木仁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龙涎香、海狸香、麝香 

二、补心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西红花、棉花花

、蚕茧、甘松、牛舌草花、蒿柳花、檀香、牛至、松萝、珍珠

、三条筋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西红花、蚕茧、甘松 

三、护肝利胆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菊苣子、香青茅

、大黄、沉香、香附、小檗实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香青茅、龙胆、大黄、香附、小檗实 

第十二单元 

补肺药 
补肺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阿拉伯胶、西黄

蓍胶、葫芦巴、草浸膏、野葱、神香草、亚麻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甘草浸膏、亚麻子 

第十三单元 

补胃肠药、补脾药 

一、补胃肠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丁香、荜茇、熏

鲁香、藿香（平纳）、孜然、余甘子、高良姜、鸡内金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丁香、熏鲁香、高良姜、鸡内金 

二、补脾药 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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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四单元 

补肾药、固精药与填

精催乳药 

一、补肾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欧玉竹、中亚白

芨、肉苁蓉、欧矢车菊、沙龙子、海马、洋葱子、韭菜子、白

蜡树子、补血草根、鹰嘴豆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欧玉竹、中亚白芨、肉苁蓉、沙龙子 

二、固精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罗望子仁、阿纳

其根、锁阳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罗望子仁 

三、填精催乳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白皮松子仁、独

行菜子、芝麻、苜蓿子、欧榛子、家独行菜、肉豆蔻衣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肉豆蔻衣 

第十五单元 

通经药 
通经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丝瓜络、圆柏实

、红花、桃仁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圆柏实、桃仁 

第十六单元 

强筋药与松弛药 

一、强筋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马钱子、附子、

巴豆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马钱子、附子、巴豆 

二、松筋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鸡油、酥油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鸡油 

第十七单元 

养肤赤肤药 
养肤赤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大蒜、木香、白

花丹、白芥子、苍耳子、补骨脂、驱虫斑鸠菊、苦巴旦仁、茜

草、荨麻子、雄黄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大蒜、木香、白芥子、驱虫斑鸠菊、

苦巴旦杏、雄黄 

第十八单元 

明目药、固牙药、

乌发生发药、发汗药 

一、明目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锑石、羊肝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锑石 

二、固牙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没食子、小檗浸

膏、花椒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没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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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八单元 

明目药、固牙药、

乌发生发药、发汗药 

三、乌发生发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大青叶、黑种草

子、指甲花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指甲花 

四、发汗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麻黄、辣椒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麻黄 

第十九单元 

祛风止痛药与安神止

痛药 

一、祛寒止痛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秋水仙、薄荷、

蓖麻子、莪术、骆驼蓬子、阿魏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秋水仙、蓖麻子、骆驼蓬子 

二、安神止痛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罂粟壳、罂粟子

、天仙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罂粟壳、天仙子 

第二十单元 

固涩药与愈伤药 

一、固涩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柽柳实、橡子、

乳香、石榴子、石榴皮、马齿苋子、车前子、天竺黄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乳香、天竺黄 

二、愈伤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白石脂、赤石脂

、石膏、胆矾、海螵蛸、密陀僧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胆矾、密陀僧 

第二十一单元 

解毒药与开通阻滞药 

一、解毒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牛黄、牛乳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牛黄 

二、开通阻滞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水菖蒲、艾蒿（

艾叶或艾草）、红花子、没药、穆库没药、苦艾、细辛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水菖蒲、细辛 

第二十二单元 

消炎药与消肿药 

一、消炎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一枝蒿、龙葵果

、苦豆子、金盏花、黄连、雪莲、锦灯笼、骚状车前子、紫檀

香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苦豆子、骚状车前子 

二、消肿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马蔺根、石蒜、

野苜蓿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石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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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十三单元 

利尿药与排石药 

一、利尿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芹菜子、芹菜根

、西瓜子、黄瓜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芹菜根 

二、排石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刺蒺藜、吉多果

化石、野胡萝卜子、甜瓜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吉多果化石 

第二十四单元 

软便药、理气药、驱

虫药、催吐药 

一、软便药 
 

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橄榄、韭菜、杏子 

二、理气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八角茴香、胡桐

泪、蛤蚧、金钱白花蛇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胡桐泪、金钱白花蛇 

三、驱虫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楸荚粉、槟榔、

白花酸藤果、南瓜子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楸荚粉、槟榔 

四、催吐药 

1.下列药物的性味、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莱菔子、藜芦 

2.下列药物的使用注意：藜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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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药炮制学 

（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不测试）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炮制概述 

一、绪论 
1.中药炮炙、维药炮炙定义 

2.炮制有关法律法规 

二、维药炮制分类与常用辅

料 

1.常用炮炙方法 

2.常用炮炙辅料 

三、炮制与临床疗效 
1.临床选用炮制品的一般原则 

2.炮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四、炮制目的 炮制目的 

五、饮片的质量控制及其贮

藏保管 饮片质量控制要求 

第二单元 

精选加工（净制） 
精选加工（净制） 

1.精选加工及其目的 

2.分离和清除非药用部位方法 

第三单元 

饮片切制 
饮片切制 

1.饮片切制及其目的、常用切制方法 

2.饮片的干燥 

第四单元 

饮片炮炙 

一、炒制法 

1.炒制法及其分类 

2.清炒（单炒）法、加辅料炒法 

3.炒制法炮制的常用药材:苍耳子、刺蒺藜、槟榔、马

钱子等。 

二、炙制法 

1.炙制法及其分类 

2.醋炙法、蜜炙法、油炙法、盐水炙法 

3.炙制法炮制的常用药材：曼陀罗子、鸡内金、孜然

、驱虫斑鸠菊、葫芦巴、甘草、黄诃子、韭菜子等。 

三、煅制法与炼制法（炼药法） 

1.煅制法、炼制法 

2.明煅法、煅淬法 

3.煅制法、炼药法炮制的常用药材：白矾、珍珠、巴

豆、吉多果化石、蓖麻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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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饮片炮炙 
四、其他炮炙法 

1.水飞法：雄黄 

2.干馏法：蛋黄油 

3.奶泡法：马钱子 

4.取油法、挤压取油法、浸液取油法、加热取油法 

5.炼蜜及其注意事项 

6.提取浸膏法，浸取浸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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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维医方剂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总论 

一、方剂与治法 
1.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2.常用治法 

二、方剂的组成与变化 
1.方剂的组成原则 

2.方剂的变化形式 

三、常用剂型 
常用剂型汤剂、糖浆（醋糖浆）、散剂、丸剂、蜜膏（消

食膏、甜膏、舔膏、舒心膏、仁膏、诃子膏）、糖膏、露

剂、贴敷剂、搽剂的特点 

第二单元 

调节方 

一、概述 调节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调节方（气质失调性） 

1.干热型：天山堇菜饮泡剂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湿热型：石榴糖浆、榅桲果酱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湿寒型：干姜药茶、肉桂消食膏、干姜消食膏的组成药物

、功能、主治 

4.干寒型：无花果果酱、桑葚果酱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三、血液质调节方 

1.酸枣糖浆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2.菟丝草合剂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铁落蜜膏和石榴糖浆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4.拳参糖浆、琥珀片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三单元 

成熟方 

一、概述 
异常体液质成熟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

功能主治 

二、异常胆液质成熟方 异常胆液质成熟方的概述、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三、异常黏液质成熟方 异常黏液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四、异常脾液质成熟方 烧焦脾液质成熟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四单元 

清除方 

一、概述 
异常胆液质清除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

功能主治 

二、异常胆液质清除方 异常胆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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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清除方 

三、异常黏液质清除方 异常黏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四、异常脾液质清除方 异常脾液质清除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五单元 

益脑方 

一、概述 益脑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益脑安神方 
益气蜜膏、薰衣草糖浆、清血醒脑片、菟丝草蜜膏、甘松汤

剂、牛舌草片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三、镇痛方 曼陀罗子丸、莴苣子散 

第六单元 

养心方 

一、概述 养心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养心方 
爱维心口服液（蚕茧口服液）、珍珠糖膏、蚕茧蜜膏、栀

子口服液、香青兰颗粒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七单元 

护肝利胆方 

一、概述 护肝利胆方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护肝利胆方 
复籽颗粒、大黄糖浆、菊苣颗粒、菊苣露、玫瑰花口服液

、玫瑰花蜜膏、苦艾糖浆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八单元 

补肺方 

一、概述 补肺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补肺方 

破布木果舔膏、神香草糖浆、野葱糖浆、祖卡木颗粒（感冒

颗粒）、神香草颗粒、巴旦仁舔膏、亚麻子舔膏、松子仁舔

膏、阿里红片（口服液）、天山堇菜甜膏、罂粟壳颗粒的组

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九单元 

健脾温胃方 

一、概述 
健脾温胃方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

主治 

二、健脾温胃方 

珍珠余甘子蜜膏、龙涎香蜜膏、孜然蜜膏、珍珠粗粉膏、

阿育魏实蜜膏、硼砂片、小茴香露、珍珠蜜膏、余甘子粗

粉膏、石榴平纳糖浆、益气粗粉膏、鸡内金粗粉膏、沉香

酸味粗粉膏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单元 

补肾方 

一、概述 补肾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补肾填精方 
多味补益仁膏、简方补益仁膏、益身粗粉膏、刺糖糖浆、白

及蜜膏、养气口服液、海马蜜膏、欧玉竹蜜膏的组成药物、

功能、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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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单元 

补肾方 

三、固精方 
乳香蜜膏、牛鞭益精蜜膏、安息香片、橡子散剂的组成药

物、功能、主治 

四、增乳方 刺糖糖浆 

第十一单元 

滋宫调经方 

一、概述 
滋宫调经方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

主治 

二、暖宫调经方 阿育魏实蜜膏、阿勃勒蜜膏、拳参糖浆 

三、燥湿收敛 
马钱子蜜膏、琥珀片、石榴花糖膏、消糜没食子栓、珍珠

粗粉膏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二单元 

明目方 

一、概述 明目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明目方 
明目片、小茴香露、小茴香诃子膏、夜盲片的组成药物、功

能、主治 

第十三单元 

固齿方 

一、概述 固齿方适用范围及应用注意事项 

二、固齿方 固龈液、没食子散、口腔溃疡散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四单元 

健骨方 

一、概述 健骨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祛湿强筋方方 
益智蜜膏、马钱子蜜膏、莪术油、蛇药油、马钱子油、蛋黄

油、木香油、丁香油 

三、止痛舒筋方 通滞苏润将胶囊、秋水仙片、阿魏祛寒片、关节舒片、橄

榄油、骆驼蓬子油、牛髓松筋油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五单元 

养肤方 

一、概述 养肤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赤肤方 
大蒜蜜膏、白病蜜膏、蛋黄软膏、黑种草籽油、补骨脂搽

剂、驱虫斑鸠菊丸、驱虫斑鸠菊注射液、驱虫斑鸠菊酊、

大戟脂片、的组成药、功能、主治 

三、祛斑方 
地锦草诃子膏、菟丝草诃子膏、四诃土茯苓蜜膏、番泻叶

合剂或片、大黄散、骚状车前子敷贴的组成药物、功能、

主治 

四、养肤护发方 
黑种草籽油、黑种草籽酊、黑种草籽蜜膏的组成药物、功

能、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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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六单元 

消肿方 

一、概述 
消炎退热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

治 

二、消肿方 

1.泌尿系统：锦灯笼糖浆、和龙葵果露复籽清浊片、锦灯笼

片、菊苣颗粒 

2.皮肤科：清血丸、四诃地锦草蜜膏、四诃土茯苓蜜膏、茯

苓蜜膏、地锦草片、菝葜糖浆、硫磺片、诃子糖浆、洋菝葜

根片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3.妇科疾病：石榴皮妇洁液、消炎贴敷剂（洋甘菊贴敷剂）

、菝葜糖浆、洋菝葜根糖浆 

4.消痔方：穆库没药丸、穆库没药诃子膏、简方诃子膏、玫

瑰花油、玫瑰花洗剂 

5.肿瘤：白花蛇蜜膏、乌梢蛇蜜膏、腺瘤病诃子膏、全蝎蜜

膏、螃蟹颗粒 

6.肠道疾病：黄连胶囊、珊瑚散、天竺黄片、橡子散、鞣漆

树果合剂、香桃木果合剂、消炎灌肠剂 

7.睡莲花糖浆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七单元 

开通阻滞方 

一、概述 
开通阻滞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

治 

二、开通阻滞方 
清血醒脑片、芦荟苦味片、阿勃勒合剂、菟丝草合剂、菟丝

草诃子膏、菟丝草糖浆、散结丸（片）、苦艾糖浆、薰鲁香

片、番泻诃子片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八单元 

利尿排石方 

一、概述 
利尿排石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

治 

二、利尿排石方 黄瓜籽汤剂、小茴香露剂、刺蒺藜糖浆、吉多果化石片、葡

萄藤叶糖浆的组成药物、功能、主治 

第十九单元 

驱虫杀虫 

一、概述 
驱虫杀虫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

治 

二、驱虫杀虫 
楸荚粉蜜膏、槟榔蜜膏、驱虫诃子膏的组成药物、功能、主

治 

第二十单元 

解毒方 

一、概述 解毒方的概述、分类、组方原则、组成特点、功能主治 

二、解毒方 解毒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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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维医治疗技术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概论 
一、维医治疗技术学概论 维医治疗技术学广义及狭义的概念及其特点 

第二单元 

维医治则与治法 

一、维医治则 

1.调整失调气质 

2.表根慢急（急则治标、慢则治根） 

3.助防祛邪 

4.七因定则 

5.及治防变 

二、维医治法 

1.精神疗法 

2.食疗法 

3.药物疗法 

4.手技疗法 

第三单元 

情志疗法 

一、精神疗法 

1.精神状态与疾病 

2.精神疗法 

3.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措施 

二、睡与醒调节疗法 

1.正常睡眠 

2.异常睡眠 

3.睡眠调节 

4.觉醒调节 

三、音乐疗法 

1.定义 

2.适应症 

3.注意事项 

四、休养疗法 

1.定义 

2.种类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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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食疗法 

一、饮食调理法 

1.饮食与健康的关系 

2.饮食分类 

3.调理饮食 

4.饮食禁忌 

二、药膳疗法 

1.药膳汗法 

2.药膳下法 

3.药膳温法 

4.药膳消食法 

5.药膳补法 

6.药膳理气法 

第五单元 

药物疗法 

一、内用药法与外用药法 
1.内用药法 

2.外用药法 

二、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

疗法 

1.非体液质型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治疗 

（1）非体液质型干热性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2）非体液质型湿热性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3）非体液质型湿寒性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4）非体液质型干寒性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2.体液质型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治疗 

（1）成熟剂及其特点 

（2）异常体液质“成熟”表征 

（3）成熟剂使用禁忌 

（4）成熟剂使用注意事项 

（5）清除剂与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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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药物疗法 

二、气质失调类疾病的药物

疗法 

（6）清除剂使用注意事项 

（7）异常胆液质性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8）异常血液质性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9）异常脾液质性疾病的药物治疗原则 

3.药物治疗的注意事项 

三、形状改变类、结构损伤

类疾病的药物疗法 

1.定义 

2.治疗方法 

第六单元 

手技疗法 

一、推拿疗法 

1.概念 

2.分类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药物推拿 

7.操作 

二、拔罐疗法 

1.概念 

2.分类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 

三、刮痧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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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手技疗法 

三、刮痧疗法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操作 

四、灸疗法 

1.概念 

2.分类 

3.特点 

4.适应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 

7.禁忌症 

五、导尿疗法 

1.概念 

2.分类 

3.特点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操作 

六、灌肠疗法 

1.概念 

2.分类 

3.特点 

4.适应症 

5.注意事项 

6.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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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手技疗法 

六、灌肠疗法 7.操作 

七、牵引疗法 

1.定义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颈椎牵引方法 

6.腰椎牵引方法 

7.四肢关节牵引方法 

8.注意事项 

八、置栓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注意事项 

九、涂动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第七单元 

物理疗法 

一、光疗法 

1.日光疗法 

2.激光疗法 

3.红光疗法 

4.紫外线疗法 

二、埋沙疗法 1.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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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物理疗法 

二、埋沙疗法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操作 

三、温泉疗法 

1.概念 

2.分类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四、蜡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 

五、熏蒸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7.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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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物理疗法 

六、干蒸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 

七、冷敷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八、热敷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禁忌症 

6.注意事项 

九、运动疗法 

1.概念 

2.特点 

3.分类 

4.适应症 

5.注意事项 

第八单元 

其他疗法 一、足浴疗法 1.概念 

 



 

145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其他疗法 

一、足浴疗法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操作 

二、药浴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注意事项 

6.分类 

7.操作 

三、敷贴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注意事项 

5.分类 

6.操作 

四、芳香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分类 

五、熏烟疗法 1.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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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其他疗法 

五、熏烟疗法 

2.特点 

3.适应症 

4.禁忌症 

5.操作 

6.注意事项 

六、雾化疗法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注意事项 

七、辨非体液质性气质失调 

1.概念 

2.特点 

3.适应症 

4.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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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维医内科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脑系疾病 

一、头痛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二、半头痛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转归预后 

6.预防调护 

三、脑阻梗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转归预后 

6.预防调护 

四、脑枯萎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转归预后 

6.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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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单元 

心系疾病 

一、心脏气质失调证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二、心悸病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三、心痛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四、心肌梗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转归预后 

6.预防调护 

五、心衰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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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单元 

心系疾病 

五、心衰病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六、心耳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 

第三单元 

肝系疾病 

一、肝脏气质失调证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二、肝脂溢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三、肝硬化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6.转归预后 

第四单元 

神系疾病 一、神经弱症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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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神系疾病 

一、神经弱症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二、癔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三、痫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四、松弛性面痹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第五单元 

肺系疾病 
一、感冒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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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肺系疾病 

一、感冒 6.预防调护 

二、呼吸道风感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三、支气管肿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四、肺弱症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五、喘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六、肺肿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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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肺系疾病 

六、肺肿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七、肺心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 

第六单元 

食管胃系疾病 

一、食道肿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二、食道蟹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三、胃脏气质失调证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四、胃肿 1.概述 



 

153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食管胃系疾病 

四、胃肿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五、胃十二指肠溃疮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7.预防调护 

六、胃蟹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七、胃松弛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第七单元 

胰腺系疾病 
糖尿症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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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胰腺系疾病 

糖尿症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第八单元 

肠道系疾病 

一、泻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二、肠肿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 

5.预防调护 

三、便滞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5.预防调护 

四、结肠溃病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转归预后 

第九单元 

胆囊疾病 
胆囊肿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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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九单元 

胆囊疾病 
胆囊肿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转归预后 

6.预防调护 

第十单元 

甲状腺疾病 

一、馋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二、甲减症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第十一单元 

肾系疾病 

一、肾脏气质失调证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二、肾肿 

1.概述 

2.临床分类与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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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一单元 

肾系疾病 

三、肾盂肾肿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预防调护 

四、肾瘦病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6.预防调护 

五、肾衰病 

1.概述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 

5.预防调护 

第十二单元 

男科疾病 

一、男性性弱症 

1.概述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5.预防调护 

二、前列腺肿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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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二单元 

男科疾病 
二、前列腺肿 

5.治疗原则 

6.预防调护 

第十三单元 

血液与血管疾病 

一、缺血症 

1.概述 

2.临床分类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二、高粘稠血症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三、血浪症 

1.概述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第十四单元 

骨关节疾病 

一、大关节肿 

1.概述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二、小关节肿 1.概述 

 



 

158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四单元 

骨关节疾病 
二、小关节肿 

2.临床表现与证候特征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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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维医妇科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女性生殖器官解剖 

一、外生殖器 

1.阴阜 

2.大阴唇 

3.小阴唇 

4.阴道前庭 

二、内生殖器 

1.阴道 

2.子宫 

3.输卵管 

4.卵巢 

第二单元 

女性生殖器官生理 

1.月经生理 
月经的生理现象；月经与气质的关系；月经的产生及

月经周期的调节 

2.白带生理 白带生理现象及作用 

3.妊娠生理 

1.妊娠机制与条件 

2.妊娠生理现象 

3.预产期的计算 

4.分娩、产褥生理 

1.影响分娩的因素 

2.先兆临产的症状 

3.临产的症状 

4.产程分期 

5.产褥期生理现象 

第三单元 

妇科疾病的病因病机 

一、病因 

1.内因（气质失调因素、饮食因素、情志因素、先天

与遗传因素） 

2.外因（生活因素、环境因素、外伤及损伤因素、病

原微生物因素） 

二、病机 

1.气质失调 

2.支配器官功能紊乱 

3.自然驱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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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妇科疾病的诊断 

一、五诊 

1.询诊（问诊） 

2.观诊（望诊） 

3.闻诊（听诊） 

4.按触诊（切诊） 

5.嗅诊 

二、妇科疾病常规检查与常用诊断

技术 

妇科检查（双合诊、三合诊），妇科特殊诊断技术（

基础体温测定、TCT、HPV、阴道镜、宫腔镜、宫颈

活检、女性内分泌激素测定、超声检查） 

第五单元 

妇科疾病的预防 

一、月经期保健 保健措施 

二、妊娠期保健 保健措施 

三、产褥期保健 保健措施 

四、哺乳期保健 保健措施 

五、围绝经期保健 保健措施 

第六单元 

妇科疾病的治疗概要 

一、气质失调类疾病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治疗方法 

二、形状改变类疾病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治疗方法 

三、结构损伤类疾病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治疗方法 

四、妇科疾病常用药 
消炎、消肿、清血药、消瘤散结药、收敛缩阴、燥湿

强筋药等 

五、妇科疾病的特色疗法 干蒸、贴敷、肛门导入、阴道冲洗、外阴熏洗疗法等 

第七单元 

月经病 
一、经多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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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月经病 

一、经多症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二、经闭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三、经痛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四、月经过少 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五、经前期紧张综合征 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第八单元 

外阴疾病 

一、外阴白斑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二、外阴蟹病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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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八单元 

外阴疾病 

二、外阴蟹病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三、外阴肿 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四、外阴痒症 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五、前庭大腺肿 
急性前庭大腺肿和慢性前庭大腺肿的病因病机、临床

表现、诊断与治疗 

六、尖锐湿疣 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第九单元 

阴道疾病 
阴道肿 

1.滴虫性阴道肿 

2.霉菌性阴道肿 

3.老年性阴道肿 

4.婴幼儿阴道肿 

第十单元 

子宫疾病 

一、子宫颈肿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6.预防调护 

二、宫颈蟹病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分期 

4.临床表现 

5.并发症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三、宫蟹病 1.病因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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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单元 

子宫疾病 

三、宫蟹病 

2.病理改变 

3.临床分期 

4.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 

四、宫瘤病 

1.分类 

2.病因病机 

3.病理改变（肌瘤变性） 

4.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辨证论治 

7.预防调护 

五、宫松病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分度 

4.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 

7.预防 

六、子宫内膜肉突 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第十一单元 

输卵管卵巢病 
一、急性盆腔肿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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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一单元 

输卵管卵巢病 

二、慢性盆腔肿 

1.病因病机 

2.病理改变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三、生殖器溃病 

1.病因病机 

2.传播途径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四、卵巢瘤病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其特点 

3.临床表现 

4.并发症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 

第十二单元 

妇科其他疾病 

一、不孕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诊断步骤 

4.辨证论治 

5.预防调护 

二、子宫内膜异位症 病理改变、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第十三单元 

妊娠病 
一、流胎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分类 

4.各类流胎的临床特点 

5.各类流胎的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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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三单元 

妊娠病 

二、异位孕 

1.定义 

2.病因病机 

3.病理及结局 

4.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处理措施 

三、妊吐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治疗 

四、妊娠血浪症 

1.定义 

2.分类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并发症 

5.处理 

6.预防 

第十四单元 

产后病 

一、产褥感染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处理 

二、产后乳汁异常 
1.多乳症 

2.缺乳症 

第十五单元 

计划生育 

一、避孕 
1.工具避孕 

2.药物避孕 

二、人工流产 

1.人工流产的适应症及禁忌症 

2.人工流产并发症的诊断与防治 

3.药物流产的适应症及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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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维医皮肤病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总论 

一、概论 皮肤的属性 

二、皮肤的结构 表皮 

三、皮肤的功能 种类 

四、皮肤病常见病因 
1.内因 

2.外因 

五、皮肤病的临床表现 

1.自觉症状 

2.原发皮损的种类及其特点 

3.继发皮损的种类及其特点 

六、皮肤病的诊断 诊断方法（现病史、诱因、斑贴实验、Wood灯检查） 

七、皮肤病的治疗 治疗方法及用途 

第二单元 

病菌性皮肤病 

一、秃鹰癣（头癣） 

1.病因 

2.分类及其异常体液质型秃鹰癣的证候体征 

3.异常体液质型秃鹰癣的辨证论治 

二、汗癣（花斑癣） 

1.定义 

2.病因 

3.异常体液质型汗癣的证候体征 

4.鉴别诊断 

5.外用药物 

三、疣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异常体液质型疣的证候体征 

3.治疗药物 

4.物理疗法 

四、蚁咬疮（带状疱疹） 
1.病因病机 

2.异常体液质型蚁咬疮的证候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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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单元 

病菌性皮肤病 

四、蚁咬疮（带状疱疹） 
3.异常体液质型蚁咬疮的辨证论治 

4.外治疗法 

五、毛囊肿（毛囊炎） 

1.病因病机 

2.异常体液质型毛囊肿的证候体征 

3.诊断 

4.异常体液质型毛囊肿的治疗原则 

第三单元 

药疹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临床表现 

3.诊断 

第四单元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一、水疮（湿疹）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分类及异常体液质型水疮的证候体征 

4.鉴别诊断 

5.外用药物 

二、风团病（荨麻疹） 

1.病因病机 

2.异常体液质型风团病的证候体征 

3.鉴别诊断 

4.治疗药物 

三、触皮肿（接触性皮炎）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异常体液质型触皮肿的证候体征 

3.治疗药物 

第五单元 

瘙痒性皮肤病 
一、干癣（慢性单纯性苔癣） 

1.病因病机 

2.诱因 

3.异常体液质型干癣的证候体征 

4.鉴别诊断 

5.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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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瘙痒性皮肤病 
二、结节性痒疹 

1.诱因 

2.异常体液质型结节性痒疹的证候体征 

3.治疗药物 

第六单元 

色素障碍性皮肤病 

一、白病（白癜风）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临床分期及其特点 

5.异常体液质型白病的证候体征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异常体液质型白病的辨证论治 

二、褐斑（黄褐斑） 

1.病因 

2.诱因 

3.异常体液质型褐斑的证候体征 

4.异常体液质型褐斑的辨证论治 

第七单元 

红斑丘疹鳞屑性皮肤病 

一、鳞屑癣（银屑病）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异常体液质型鳞屑癣的证候体征 

4.临床分期及其特点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异常体液质型鳞屑癣的辨证论治 

二、多形红斑 

1.病因病机 

2.分类及异常体液质型多形红斑的证候体征 

3.异常体液质型多形红斑的辨证论治 

三、玫瑰疹（玫瑰糠疹） 1.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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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七单元 

红斑丘疹鳞屑性皮肤病 
三、玫瑰疹（玫瑰糠疹） 

2.诱因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玫瑰疹的辨证论治 

6.预防及注意事项 

第八单元 

皮肤附属器疾病 

一、奶丘疮（痤疮） 

1.病因病机 

2.诱因 

3.临床分级及异常体液质型奶丘疮的证候体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奶丘疮的辨证论治 

6.外治疗法 

二、赤鼻病（玫瑰痤疮）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赤鼻病的辨证论治 

三、油性皮肿（脂溢性皮炎） 

1.病因病机 

2.诱因 

3.异常体液质型油性皮肿的证候体征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油性皮肿的辨证论治 

6.注意事项 

四、狐病（斑秃） 

1.诱因 

2.异常体液质型狐病的证候体征 

3.异常体液质型狐病的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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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九单元 

血管性皮肤病 

一、敏感紫癜（过敏性紫癜） 

1.分类及其临床表现 

2.并发症 

3.诊断与鉴别诊断 

二、硬结赤斑（结节性红斑） 

1.诱因 

2.临床表现 

3.异常体液质型硬结赤斑的辨证论治 

第十单元 

结缔组织病 

一、蝴蝶疮（红斑狼疮） 
1.临床表现 

2.并发症 

二、皮硬病（硬皮病）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并发症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异常体液质型皮硬病的辨证论治 

第十一单元 

皮肤良恶性肿瘤 

一、黑痣瘤（黑色素瘤） 

1.病因病机 

2.诱因 

3.临床表现 

4.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二、血管瘤 
1.临床表现 

2.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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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维医骨伤科学 

（具体规定学历人员不测试）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骨折的概述 

一、相关临床解剖 

1.骨的生成 

2.骨的构成与显微结构 

3.骨连接 

二、骨折的分类 

1.按稳定程度分类 

2.按是否与外界相通分类 

3.按骨折线形状分类 

4.按时间分类 

三、骨伤科的诊断 

1.骨折的临床表现 

2.骨伤科的诊断方法 

3.影像学检查 

4.实验室检查 

四、骨折的并发症 
1.早期并发症 

2.晚期并发症 

五、骨折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急救处理 

六、骨折的愈合 

1.影响骨折愈合的因素 

2.内因与外因 

第二单元 

头部骨折 

一、鼻骨骨折 诊断 

二、下颌骨骨折 诊断 

第三单元 

脊柱骨折 

一、胸腰椎骨折 病因病机 

二、治疗 搬运 

三、并发症 并发症及处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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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四单元 

肩部骨折 

一、锁骨骨折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治疗 

二、肋骨骨折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诊断 

4.并发症 

5.治疗 

三、肩胛骨骨折 

1.病因病机 

2.辅助检查 

3.治疗 

第五单元 

上臂骨折 

一、上臂近端骨折 

1.概念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治疗 

二、肱骨髁上骨折 

1.鉴别诊断 

2.分型 

3.治疗 

4.并发症 

三、肱骨干骨折 

1.临床表现 

2.鉴别诊断 

3.治疗 

4.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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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六单元 

前臂骨折 

一、尺骨鹰嘴骨折 病因病机 

二、桡骨远端骨折 

1.不同分类骨折特征畸形 

2.临床表现 

3.诊断 

4.治疗 

三、前臂双骨折 
1.诊断 

2.并发症 

第七单元 

腕部骨折 
一、腕舟骨骨折 

1.解剖基础 

2.病因病机 

3.并发症 

第八单元 

手部骨折 一、掌骨骨折 病因病机 

第九单元 

髋部骨折 

 

一、骨盆骨折 

1.并发症 

2.临床表现 

二、股骨干骨折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治疗 

三、股骨颈骨折 

1.解剖基础 

2.分型 

3.并发症 

四、粗隆间骨折 分型 

第十单元 

膝部骨折 
一、股骨髁间骨折 

1.概念 

2.鉴别诊断 

3.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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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单元 

膝部骨折 

二、胫骨平台骨折 

1.分型 

2.治疗 

3.并发症 

三、髌骨骨折 
1.治疗 

2.并发症 

第十一单元 

小腿骨折 
一、胫腓骨干骨折 

1.病因病机 

2.临床表现 

3.并发症 

4.治疗 

第十二单元 

踝骨骨折 

一、临床表现 解剖基础 

二、并发症 骨不连 

第十三单元 

足部骨折 

一、跟骨骨折 治疗 

二、跗骨骨折 病因病机 

第十四单元 

腰急崴伤 一、诊断 鉴别诊断 

第十五单元 

关节损症 

一、肩损症 

1.概念 

2.临床表现 

3.辅助检查 

4.治疗 

二、膝损症 

1.临床表现 

2.特殊试验 

3.辅助检查 

三、肘损症 
1.临床表现 

2.特殊试验 

四、踝关节崴伤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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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六单元 

脱臼 

一、病因病机 病因 

二、分类 按脱臼的病因分类 

三、肩关节脱臼 

1.病因病机 

2.分型 

3.临床表现 

4.治疗 

四、肩锁关节脱臼 

1.分型 

2.诊断 

3.治疗 

五、髋关节脱臼 

1.分型 

2.诊断 

3.治疗 

六、肘关节脱臼 
1.临床表现 

2.并发症 

七、小儿桡骨头半脱位 病因病机 

第十七单元颈痛症 

一、分型 特点 

二、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临床表现 

三、辨证分型 异常体液质 

第十八单元 

腰突病 

一、诊断 鉴别诊断 

二、临床表现 疼痛部位 

三、分型 核磁分型 

四、体液质分型 维医药物治疗 

第十九单元 

脊柱僵硬 
一、临床表现 

1.辅助检查 

2.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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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十九单元 

脊柱僵硬 

二、病因病机 发病年龄 

三、体液质分型 维医药物治疗 

第二十单元 

椎管缩窄 

一、临床表现 典型症状 

二、诊断 鉴别诊断 

第二十一单元 

大关节肿 

一、病因病机 病原菌 

二、诊断 辅助检查 

三、临床表现 典型表现 

第二十二单元 

小关节肿 
一、诊断 

1.辅助检查 

2.继发疾病 

3.鉴别诊断 

第二十三单元 

膝关节肿 

一、临床表现 疼痛特点 

二、诊断 鉴别诊断 

三、辨证分型 体液质分型 

第二十四单元 

关节风肿 

一、概念 病名 

二、临床表现 疼痛部位 

三、辅助检查  

四、急性期治疗 现代医学药物治疗 

第二十五单元 

足跟痛 
一、临床表现 典型临床表现 

第二十六单元 

大腿上端腐死 

一、病因病机 内因、外因 

二、临床表现 典型临床表现 

三、特殊试验 四字实验 

第二十七单元 

滑膜肿 

一、病因病机 诱因 

二、临床表现 特殊试验 

三、分型 现代医学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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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二十七单元 

滑膜肿 

四、辨证分型 维医辨证分型 

五、并发症 化脓性关节炎 

六、治疗 维医治疗及预防 

第二十八单元 

腱包肿 

一、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 解剖基础 

二、特殊试验 握拳尺偏实验 

三、病因病机 好发部位 

第二十九单元 

骨髓肿 

一、病因病机 分型 

二、治疗 辅助检查 

第三十单元 

骨松病 

一、病因病机诊断 摄入元素 

二、临床表现 疼痛部位 

三、诊断 

1.鉴别诊断 

2.诊断依据 

四、治疗 预防 

第三十一单元 

佝偻病 

一、病因病机  

二、临床表现 骨质软化特征 

三、分型 后遗症期 

四、治疗 

1.现代医学药物治疗 

2.维医药物治疗 

第三十二单元 

骨关节溃病 

一、病因病机 原发病灶 

二、治疗 
1.治疗原则 

2.维医药物治疗 

第三十三单元 

脊椎溃病 

一、临床表现 症状 

二、诊断 鉴别诊断 

第三十四单元 

髋关节溃病 一、诊断 辅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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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三十五单元 

膝关节溃病 

一、临床表现 初期临床表现 

二、诊断 鉴别诊断 

第三十六单元 

先天性发育不良 
一、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1.诊断 

2.临床表现 

 



 

179 

（十一）维医外科学 

（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不测试） 
 

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一单元 

胆囊疾病 

一、胆囊肿（胆囊炎）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二、胆石症 

1.定义 

2.病因病机 

3.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辨证论治 

第二单元 

肠道疾病 

一、阑尾肿（阑尾炎）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分类及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药物及方法 

二、肠梗阻 

1.定义 

2.病因病机 

3.分类及临床表现 

4.诊断与鉴别诊断 

5.治疗药物及方法 

三、疝气病 

1.定义 

2.诱因 

3.病因病机 

4.分类及临床表现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药物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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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三单元 

泌尿系疾病 

一、泌尿系感染 
1.临床表现 

2.治疗药物 

二、泌尿系结石 

1.病因病机 

2.诱因 

3.临床表现 

4.并发症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药物及方法 

三、膀胱瘤病 

1.病因病机 

2.诱因 

3.临床表现 

4.并发症 

5.诊断与鉴别诊断 

6.治疗药物及方法 

第四单元 

溃疮病 

一、疖 

1.定义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二、痈 

1.定义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方法 

第五单元 

其他疾病 

一、冻损症（冻疮） 1.临床表现 

二、烧伤 

1.临床表现 

2.分级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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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细目 要点 

第五单元 

其他疾病 

三、肛裂 

1.临床表现 

2.诊断与鉴别诊断 

3.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4.预防及注意事项 

四、痔疮 
1.分类及临床表现 

2.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五、肛周疮（肛周脓肿） 

1.病因 

2.临床表现 

3.诊断与鉴别诊断 

4.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六、肛瘘病 

1.病因 

2.分类及其临床表现 

3.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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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诊断学基础 

 
单元 细目 要点 

一、症状学 

（一）发热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二）头痛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三）胸痛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四）腹痛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五）咳嗽与咳痰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六）咯血 

1.概念 

2.病因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4.咯血与呕血的鉴别 

（七）呼吸困难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八）水肿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九）呕血与黑便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十）黄疸 

1.概念 

2.各型黄疸的病因、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特点 

3.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十一）意识障碍 

1.概念 

2.病因 

3.临床表现 

4.问诊要点及临床意义 

二、问诊 问诊 
1.问诊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2.问诊的内容 

三、检体诊断 （一）基本检查法 

1.视诊的内容及方法 

2.常用触诊方法及其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 

3.叩诊的方法及常见叩诊音 

4.听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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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嗅诊常见异常气味及临床意义 

（二）全身状态检查及临床意义 

1.生命体征检查内容及临床意义 

2.发育与体型 

3.营养状态 

4.意识状态 

5.面容与表情 

6.体位及步态 

（三）皮肤检查及临床意义 皮疹、皮下出血、蜘蛛痣、水肿 

（四）淋巴结检查 
1.浅表淋巴结检查方法 

2.浅表淋巴结肿大的临床意义 

（五）头部检查 

1.头颅形状、大小 

2.眼部 

3.鼻部（鼻窦） 

4.口腔、腮腺 

（六）颈部检查 

1.颈部血管 

2.甲状腺 

3.气管 

（七）胸壁及胸廓检查 

1.胸部体表标志 

2.胸廓 

3.胸壁（胸壁压痛） 

4.乳房 

（八）肺和胸膜检查 

1.视诊 

2.触诊 

3.叩诊（叩诊音、肺下界） 

4.听诊（呼吸音、啰音、胸膜摩擦音、听觉语音

） 

5.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体征（肺实变、肺气肿、

胸腔积液、气胸） 

（九）心脏、血管检查 

1.视诊 

2.触诊 

3.叩诊 

4.听诊[心脏瓣膜听诊区、心率、心律、正常心音

、心音改变、额外心音（喀喇音、奔马律及开瓣

音）、心脏杂音、心包摩擦音] 

5.周围血管征 

6.循环系统常见疾病的体征（心力衰竭、二尖瓣

狭窄） 

（十）腹部检查 

1.视诊（外形、呼吸运动、腹壁静脉、胃肠型和

蠕动波） 

2.触诊（腹壁紧张度、压痛和反跳痛，肝、胆、

脾触诊，正常腹部可触及的结构，腹部肿块触诊

） 

3.叩诊（肝、脾叩诊，移动性浊音叩诊） 

4.听诊（肠鸣音、振水音、血管杂音） 

5.腹部常见疾病的体征（急性腹膜炎） 

（十一）肛门、直肠检查及临床意义 
1.视诊 

2.指诊 

（十二）脊柱与四肢检查及临床意义 
1.脊柱 

2.四肢与关节 

（十三）神经系统检查及临床意义 1.感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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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功能（随意运动、被动运动） 

3.生理及病理反射 

4.脑膜刺激征及拉塞格征 

四、实验室诊断 

（一）血液的一般检查及临床意义 

1.血红蛋白测定和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形态变化 

2.白细胞计数和白细胞分类，中性粒细胞核象变

化 

3.网织红细胞 

4.血小板计数 

5.红细胞沉降率 

6.C反应蛋白 

（二）肝脏病实验室检查 

1.蛋白质代谢（血清蛋白测定） 

2.胆红素代谢 

3.血清酶及同工酶（ALT、AST、ALP、γ-GT

、LDH） 

4.甲、乙型病毒性肝炎标志物 

（三）肾功能检查 

1.肾小球功能 

2.肾小管功能（尿β2-微球蛋白、莫氏试验） 

3.血尿酸 

（四）常用生化检查 

1.糖代谢检查（血糖、葡萄糖耐量试验、血清糖

化血红蛋白） 

2.血脂（血脂四项） 

3.电解质 

（五）淀粉酶检查及心肌损伤标志物 

1.血、尿淀粉酶 

2.心肌损伤常用酶检测（CK、CK-MB、LDH及

其同工酶） 

3.心肌蛋白检测（cTnT、cTnI） 

4.脑钠肽 

（六）免疫学检查 

1.血清免疫球蛋白及补体 

2.感染免疫（ASO、肥达反应） 

3.肿瘤标志物（AFP、CEA） 

4.自身抗体检查（RF、ANA） 

（七）尿液检查 

1.一般性状（尿量、颜色、气味、比重） 

2.化学检查（蛋白、糖、酮体） 

3.显微镜检查（细胞、管型） 

（八）粪便检查 

1.标本采集 

2.一般性状（量、颜色、性状、气味） 

3.显微镜检查（细胞、寄生虫） 

4.化学检查（隐血试验） 

（九）浆膜腔穿刺液检查 
1.浆膜腔积液分类及常见原因 

2.渗出液与漏出液的鉴别 

五、心电图诊断 

（一）心电图基本知识 
1.常用心电图导联 

2.心电图各波段的意义 

（二）心电图测量，正常心电图及临

床意义 

1.心率计算及各波段测量 

2.心电轴测定 

3.心电图各波段正常范围及其变化的临床意义 

（三）常见异常心电图及临床意义 

1.心房、心室肥大 

2.心肌梗死及心肌缺血 

3.心律失常（窦性心律失常、室早、异位性心动

过速、心房颤动、房室传导阻滞） 

4.心电图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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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影像诊断 

（一）超声诊断 

1.超声诊断的临床应用 

2.二尖瓣、主动脉瓣膜病变声像图及心功能评价 

3.胆囊结石、泌尿系结石的异常声像图 

4.脂肪肝、肝硬化的异常声像图 

（二）放射诊断 

1.X线的特性及成像原理 

2.X线检查方法 

3.CT、磁共振成像（MRI）的临床应用 

4.呼吸系统常见病的影像学表现 

5.骨与关节常见病的影像学表现 

6.常见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像学表现 

七、病历与诊断方法 病历与诊断方法 

1.病历书写的格式与内容 

2.确立诊断的步骤及原则 

3.诊断内容及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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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传染病学 

 
 

单元 细目 要点 

一、传染病学总论 

（一）感染 

1.感染的概念 

2.感染过程的表现 

3.感染过程中病原体的作用 

4.感染过程中免疫应答的作用 

5.感染病的发病机制 

（二）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1.流行过程的基本条件 

2.影响流行过程的因素 

（三）传染病的特征 
1.基本特征 

2.临床特征 

（四）传染病的诊断 

1.流行病学资料 

2.临床资料 

3.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五）传染病的治疗 
1.治疗原则 

2.治疗方法 

（六）传染病的预防 

1.管理传染源 

2.切断传播途径 

3.保护易感人群 

二、病毒感染 

（一）病毒性肝炎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二）流行性感冒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三）人禽流感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四）艾滋病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187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五）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性出血热）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六）狂犬病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七）流行性乙型脑炎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三、细菌感染 

（一）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二）伤寒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三）细菌性痢疾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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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四）霍乱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五）鼠疫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六）结核病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七）布鲁菌病 

1.病原学 

2.流行病学 

3.发病机制与病理 

4.临床表现 

5.实验室检查与其他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7.治疗 

8.预防 

四、消毒与隔离 

（一）消毒 

1.消毒的概念 

2.消毒的目的 

3.消毒的种类 

4.消毒方法 

5.消毒方法的监测 

（二）隔离 

1.隔离的概念 

2.隔离的种类 

3.隔离的期限 

（三）医院感染 
1.医院感染的概念 

2.医院感染的防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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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卫生法规 
 

单元 细目 要点 

一、卫生法概述 

（一）卫生法的概念和渊源 
1.卫生法的概念 

2.卫生法的渊源 

（二）卫生法的基本原则和作用 
1.卫生法的基本原则 

2.卫生法的作用 

二、卫生法律责任 

（一）卫生民事责任 

1.卫生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 

2.卫生民事责任的构成 

3.卫生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二）卫生行政责任 

1.卫生行政责任的概念及其种类 

2.卫生行政处罚的概念及其种类 

3.卫生行政处分的概念及其种类 

（三）卫生刑事责任 

1.卫生刑事责任的概念 

2.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 

3.违反卫生法的刑事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师法》 

（一）医师的概念及职责 
1.医师的概念 

2.医师的职责 

（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 
1.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条件 

2.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条件 

（三）医师执业注册制度 
1.医师注册的条件及办理 

2.不予注册的情形 

（四）医师的权利、义务和执业规则 

1.医师的权利 

2.医师的义务 

3.医师执业规则 

（五）《医师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1.民事责任 

2.行政责任 

3.刑事责任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 

（一）概述 

1.《药品管理法》的立法目的 

2.药品的法定含义 

3.药品必须符合法定要求 

（二）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假

药与劣药 

1.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假药 

2.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劣药 

（三）特殊药品的管理 

1.特殊药品的分类 

2.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3.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四）《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

章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的有关规定 

1.医疗机构药品使用的管理规定 

2.处方的管理规定 

3.关于禁止药品购销中账外暗中给予、收受回扣

或者其他利益的规定 

（五）《药品管理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1.民事责任 

2.行政责任 

3.刑事责任 

4.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在药品购销中违法给予、收

受回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 

（一）概述 

1.《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目的 

2.我国对传染病防治实行的方针 

3.法定传染病的分类 

（二）传染病预防与疫情报告 1.国家建立传染病预防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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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级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预

防控制中的职责 

3.传染病疫情报告 

4.传染病疫情的通报和公布 

（三）传染病疫情控制措施及医疗救治 

1.医疗机构发现传染病时应采取的措施 

2.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或接到传染病疫情时应

采取的措施 

3.各级政府部门在传染病发生时应采取的紧急措

施 

4.医疗救治 

（四）相关机构及其人员违反《传染病

防治法》有关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民事责任 

2.行政责任 

3.刑事责任 

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 

（一）概述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的方针及原则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应急

准备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制定与预案的主要

内容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体系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信息

发布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报告制度与报告情形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 
1.应急预案的启动 

2.应急预案的实施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规定的法律责任 

1.医疗机构违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规定应追究的法律责任 

2.在突发事件处理工作中有关单位和个人未履行

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3.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扰乱公共秩序应追究的法

律责任 

七、《医疗纠纷预防和处

理条例》 

（一）概述 

1.医疗纠纷的概念 

2.医疗纠纷的处理原则 

3.医疗纠纷的合作共治中的部门责任 

（二）医疗纠纷的预防 

1.预防医疗纠纷的原则 

2.医疗机构的职责 

3.医务人员的责任 

4.患者的权利与义务 

（三）医疗纠纷的处理 

1.医疗纠纷的处理途径 

2.医疗纠纷中患者的权利 

3.病历资料、现场实物等的封存与处理 

4.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 

5.医疗损害鉴定 

6.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 

（四）法律责任 

1.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2.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 

3.鉴定机构、尸检机构的法律责任 

4.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的法律责任 

5.卫生行政机关及人员的法律责任 

八、《医疗损害责任》 （一）概述 

1.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 

2.医疗损害责任的赔偿主体 

3.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 

4.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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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1.未尽到说明义务 

2.泄露患者隐私或个人信息 

3.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三）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1.患方不配合实施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2.紧急情况下已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3.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四）紧急情况下的医疗措施 紧急情况下实施相应医疗措施的条件和程序 

（五）病历资料 
1.填写与保管 

2.查阅与复制 

（六）对诊疗行为的规范 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权益保护 干扰医疗秩序损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法律后果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 

（一）概述 
1.《中医药法》制定目的、适用范围 

2.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原则、方针 

（二）中医药服务 

1.中医药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 

2.中医诊所、中医医师的准入管理制度 

3.保持中医药服务的特色 

4.中医药服务的政策支持、保障 

5.中医医疗广告管理 

6.中医药服务的监督 

（三）中药保护与发展 

1.中药材质量管理制度 

2.中药饮片管理制度 

3.促进中药制剂发展管理制度 

（四）中医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中

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 

1.完善学历教育 

2.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3.鼓励中医药师承教育 

4.鼓励中医药科学研究 

5.中医药传承 

6.中医药文化传播 

（五）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 

1.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条件保障 

2.中医药标准体系规定 

3.中医药行政部门的法律责任 

4.中医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5.中医医师（考核取得）的法律责任 

十、《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行为规范》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1.总则 

2.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基本行为规范 

3.管理人员行为规范 

4.医师行为规范 

5.护士行为规范 

6.医技人员行为规范 

7.药学技术人员行为规范 

8.其他人员行为规范 

9.实施与监督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 

（一）概述 

1.《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立法目的、适

用范围 

2.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原则、方针 

3.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 

（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1.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含义和组成 

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管理制度 

3.基本医疗服务相关管理制度 

4.公民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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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卫生机构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各类医疗机构提供的主要服务 

3.举办医疗机构的条件 

4.医疗卫生机构的分类管理 

5.医疗卫生技术临床应用的分类管理 

6.发生突发事件时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管理 

（四）医疗卫生人员 

1.医疗卫生人员培养规划 

2.医疗卫生人员的执业活动管理 

3.医疗卫生人员的人事、薪酬、奖励制度 

4.医疗卫生人员定期到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从事

医疗卫生工作制度 

5.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保障 

（五）药品供应保障 
1.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2.药品追溯制度和供求监测体系 

（六）健康促进 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七）资金保障、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1.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的资金保障 

2.医疗保障体系 

3.医疗卫生综合监督管理体系 

4.医疗卫生机构的法律责任 

5.医疗卫生人员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