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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西省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大纲 
（2020 年版） 

 

第一部分  医学基础综合 

     一、正常人体学结构与功能    

（一）组成人体的基本单元 

    1、细胞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2、细胞的适应、损伤和修复 

    （二）运动系统 

    1、骨与骨的连接 

    （1）人体骨的分类、关节的构造和运动 

    （2）颅骨、躯干骨的形态与连接 

（3）四肢骨的形态与主要关节构造特点和运动 

2、肌肉 

    （1）肌的结构与作用 

    （2）全身主要肌肉的分布及作用 

    （三）消化系统 

    1、消化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2、消化管 

    （1）口腔与咽的构造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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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食管的位置与形态 

    （3）胃的位置、形态和胃的消化作用 

    （4）小肠的分布、形态和消化、吸收作用 

    （5）大肠的分布形态和功能 

    3、消化腺 

    （1）肝的位置、形态和代谢功能 

    （2）胆囊的位置、形态和胆汁的产生、排出途径与作用 

    （3）胰的位置、形态和功能 

     4、消化器官活动的调节 

     5、能量代谢 

     6、消化性溃疡的形成机制及病理变化   

（四）呼吸系统 

1、呼吸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2、呼吸道 

    （1）鼻腔的构造与鼻窦 

    （2）喉的位置、结构与功能 

    （3）气管和主支气管的形态特点 

    3、肺 

    （1）肺的位置、形态 

    （2）胸膜与纵隔的概念 

    4、呼吸过程 

    （1）肺的通气过程（胸内压概念和生理意义，肺通气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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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阻力） 

    （2）肺容量和通气量 

    5、气体的交换与运输 

    6、呼吸运动的调节 

    （1）呼吸中枢 

（2）化学感受器和反射过程 

（3）牵张反射和防御反射 

   （五）循环系统 

    1、循环的概念与途径 

    2、血液 

    （1）血液的组成和理化特性 

    （2）血浆的成分和渗透压 

（3）血细胞（分类、形态、功能） 

（4）血液凝固的过程和影响血液凝固的因素 

（5）血型 

（6）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病理改变 

3、心脏 

    （1）位置、形态及主要结构 

    （2）心肌细胞的生物电特点 

    （3）心肌的生理特点 

    （4）心动周期、泵血过程和心音 

    4、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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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小循环的主要血管分支 

    （2）动脉压的概念、形成和影响因素 

    5、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1）神经反射调节 

（2）体液调节因素 

6、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过程 

7、水肿的产生机制 

8、休克的产生机制 

   （六）泌尿系统 

    1、肾的位置、形态 

    2、肾的泌尿功能 

    （1）尿生成过程 

    （2）影响尿生成的因素 

    （3）尿生成的调节 

    3、尿的运输、储存和排放 

    （1）输尿管、膀胱、尿道的位置与形态 

    （2）尿的储存与排放 

    （七）生殖系统 

    1、男性生殖系统 

    （1）睾丸的位置、形态、功能及其调节 

    （2）输精管道及其附属腺的组成和位置 

    2、女性生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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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卵巢的位置、功能及其调节 

    （2）输卵管的位置、形态、功能 

    （3）阴道的形态 

    （八）神经系统 

    1、中枢神经 

    （1）脊髓的位置、形态 

    （2）脊髓的功能 

    2、脑 

（1）脑的分部与功能 

（2）脑脊液的产生与循环 

3、周围神经 

    （1）脊神经（组成与分布规律） 

    （2）脑神经（12对脑神经的名称、作用） 

    （3）内脏神经（组成与功能特点） 

（九）感觉器官 

1、视器 

    （1）眼球的构造与功能 

    （2）眼外肌的位置与作用 

    2、前庭蜗器 

    （1）外、中、内耳的构成与功能 

    （2）声波的传导途径 

    （十）内分泌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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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分泌的概念与激素作用 

2、人体主要内分泌器官位置与功能 

    二、药理学基础知识 

（一）药物的基本作用、药物吸收的途径、排泄的途径 

（二）抗菌药物、激素、解热镇痛药的合理应用 

（三）常见药物的不良反应（副作用、毒性反应、过敏反

应、继发反应） 

    （四）常见药物相互作用与配伍禁忌，特殊人群用药原则

与禁忌 

    （五）常用药物 

    1、胆碱受体、肾上腺素受体的阻断药和激动药 

    2、抗高血压药 

    3、镇咳、祛痰、平喘药 

    4、镇静催眠药 

    5、抗消化性溃疡药 

    6、口服钙制剂正确使用方法、剂量、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 

    7、抗贫血药与止血药 

    8、解热镇痛药 

    9、抗微生物药 

   10、口服降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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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临床实践综合 

    一、生命体征监测，常见症状的识别及正常化验值 

   （一）生命体征监测 

    1、脉搏 

    2、呼吸 

    3、血压 

    4、体温 

   （二）常见症状识别 

1、发热 

    2、咳嗽咳痰 

 3、咯血 

4、胸痛 

    5、腹泻 

 6、黄疸 

    7、呕血与便血 

    8、水肿 

 9、意识障碍 

  （三）正常化验值 

    1、血常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血色素 

    2、尿常规：尿蛋白、尿糖、红细胞、白细胞、颗粒管形、

蜡样管形 

    3、粪常规：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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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肝功能：谷丙转氨酶 

    5、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二、急救医学 

  （一）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 

    1、急性中毒（有机磷农药、一氧化碳） 

    2、中暑 

    3、休克 

    4、溺水 

    5、电击伤 

    6、毒蛇咬伤 

  （二）临床常见外伤的识别与处理 

    1、烧伤（病情识别与创伤处理） 

    2、颅脑损伤（头皮、颅骨损伤、脑震荡和脑挫裂伤） 

    3、胸部损伤（肋骨骨折、损伤性气胸） 

    4、腹部损伤（肝、脾、胃肠） 

    5、骨折与脱位（骨折、脱位的诊断与处理） 

   （三）基本急救技术（体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洗胃、导

尿） 

    三、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一）上呼吸道感染 

（二）急慢性支气管炎 

（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1 
 

   （四）肺炎（含小儿肺炎） 

   （五）肺结核 

（六）支气管哮喘 

（七）肺癌 

    四、循环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一）高血压 

   （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三）心力衰竭 

五、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一）急、慢性胃炎 

   （二）消化性溃疡 

   （三）急性胰腺炎 

   （四）胆囊炎、胆石症 

   （五）肝硬化 

   （六）继发性腹膜炎 

   （七）急性阑尾炎 

   （八）急性肠梗阻 

   （九）婴幼儿腹泻 

    六、血液系统疾病 

    贫血的识别 

    七、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一）急、慢性肾小球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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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尿路感染 

（三）泌尿系结石 

    八、内分泌及代谢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一）糖尿病 

    （二）单纯性甲状腺肿 

（三）甲状腺机能亢进症 

    九、神经与精神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 

    （一）缺血性脑血管疾病 

    （二）出血性脑血管疾病 

    （三）癫痫 

（四）精神分裂症 

（五）抑郁症 

    十、营养障碍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维生素 D缺乏性佝偻病 

    十一、生殖系统 

    （一）男性生殖系统 

    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二）女性生殖系统 

    1、正常妊娠诊断 

2、异常妊娠（流产、输卵管妊娠、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前

置胎盘、胎盘早期剥离）的识别和转送上级注意事项和办法 

3、正常分娩机制，产程的观察内容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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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娩期并发症（胎儿窘迫、子宫破裂、新生儿窒息、产

后出血）的识别和转送上级注意事项和办法 

5、妇科病史采集及检查方法 

6、女性生殖器炎症性疾病（阴道炎、子宫颈炎）的诊断、

治疗和预防 

十二、传染病 

（一）传染病总论 

（二）肝炎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三）艾滋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四）细菌性痢疾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五）麻疹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六）水痘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七）狂犬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十三、基本操作项目 

（一）吸氧 

（二）肌内注射、静脉注射、皮内注射（皮试） 

（三）切开、缝合、打结、拆线 

（四）换药 

（五）开放性伤口的止血包扎 

    （六）四肢骨折现场急救外固定 

    （七）脊髓损伤患者的搬运 

十四、中医药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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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医学基本概念 

   （二）中医诊法（望、闻、问、切） 

   （三）八纲辩证 

   （四）脏腑辨证 

   （五）中药学基础知识 

   （六）方剂学基础知识 

   （七）经络腧穴总论 

   （八）刺法灸法总论 

第三部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一、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范 

二、健康教育服务规范 

三、预防接种服务规范. 

四、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五、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六、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七、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八、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九、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规范 

十、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十一、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十二、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规范. 

十三、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 



15 
 

第四部分  实用卫生法规 

一、卫生法基本理论 

（一）卫生法的概念 

（二）卫生法的特征和基本原则 

（三）卫生法的渊源和主要内容 

二、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 

（一）概述 

 1、医疗机构的概念、特征 

 2、我国有关医疗机构监督管理的法律依据 

 3、医疗机构的分类 

 4、医疗机构的名称规定 

（二）医疗机构的执业 

（三）处方管理办法 

 1、概述 

 2、处方管理的一般规定 

 3、处方权的获得与开具 

 三、卫生技术人员法律制度 

（一）执业医师法律制度 

 1、执业医师法律制度概述 

 2、医师资格考试制度 

 3、医师执业注册制度 

 4、医师执业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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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法律制度 

 1、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法律制度概述 

 2、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3、乡村医生的执业管理 

 四、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 

（一）概述 

 1、传染病防治法的概念 

 2、传染病防治方针和原则 

 3、传染病的病种分类 

（二）传染病疫情的报告和预防 

（三）传染病的疫情控制 

（四）艾滋病防治条例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权利 

（五）农村地区新冠肺炎防治指导原则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法律制度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法律制度概述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立法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 

 六、医疗事故处理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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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医疗事故的概念、构成和分级 

     1、医疗事故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2、医疗事故的处理原则和分级 

     3、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 

 七、药品管理法律制度 

（一）药品管理法律制度概述 

 1、药品的概念及其特殊性 

     2、药品管理法的概念 

（二）药品管理 

     1、假药、劣药的管理 

 2、药品分类管理 

 3、特殊药品管理 

 八、血液管理法律制度 

（一）概述 

     1、献血法的概念 

     2、无偿献血的含义 

 3、无偿献血的主体 

 4、无偿献血的管理 

（二）血站的管理 

 采血管理 

（三）临床用血的管理 

 1、临床用血的原则 

 2、医疗机构用血管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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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9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