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024 年《医学技术综合》考试大纲 

 

Ⅰ.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Ⅱ.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Ⅲ.试卷题型及内容结构 

试题均采取选择题形式，其中：病理学 100 分、生理学 100 分、诊断学

100 分。 

Ⅳ.考查内容 

一、病理学 

(一)细胞和组织的适应与损伤 

1.细胞适应(肥大、增生、萎缩、化生)的概念及分类。细胞和组织损伤的

原因及机制。 

2.坏死和凋亡的概念、病理变化及发病机制。 

(二)损伤的修复 

再生的概念和类型，干细胞的概念及其在再生中的作用，各种组织的再生

能力及再生过程。 

(三)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1. 栓塞的概念、栓子的类型和运行途径及对机体的影响。 

2. 梗死的概念、病因、类型、病理特点、结局及其对机体的影响。 

(四)炎症 

炎症的概念、病因、基本病理变化及其机制。炎症的局部表现、全身反应

和炎症的结局。 

(五)肿瘤 

1.肿瘤的概念、肉眼形态、组织结构、异型性及生长方式。肿瘤生长的生

物学特征，转移的概念，途径，对机体的影响，侵袭和转移的机制。 

2.肿瘤的命名和分类，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区别，癌和肉瘤的区别。 

3.肿瘤的病因学、发病机制、分级和分期。 



(六)免疫病理（免疫缺陷的概念、分类及其主要特点。） 

(七)心血管系统疾病 

1. 风湿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基本病理变化及其各器官的病理变化。 

2. 高血压病的概念、发病机制，良性高血压的分期及其病理变化，恶性

高血压的病理特点。 

3. 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因、发病机制及基本病理变化，动脉粥样硬化所引

起的各脏器的病理改变和后果。 

(八)呼吸系统疾病 

1.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的病因、发病机制和病理变化。 

2.支气管扩张症的概念、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和并发症。 

3.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及其临床病理联系。 

4. 肺炎的病因、发病机制和病理特点。 

5. 肺癌的病因、常见肉眼类型、组织学类型、病理特点、转移途径及其

临床病理联系。 

 (九)消化系统疾病 

1. 慢性胃炎的类型及其病理特点。溃疡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

及其并发症。 

2. 病毒性肝炎的病因、发病机制及基本病理变化，肝炎的临床病理类型

及其病理学特点。 

3. 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的类型及其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特点和临床病

理联系。 

4. 消化道肿瘤的病因、发病机制、肉眼类型及组织学类型，临床分期与

预后的关系，临床表现及扩散途径。 

(十)淋巴造血系统疾病 

1.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病理学特点、类型及临床病理联系。 

2.白血病的病因和分类，各型白血病的病理变化及临床病理联系。 

(十一)泌尿系统疾病 

1. 肾炎的类型、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和临床病理联系。 



2. 肾细胞癌、肾母细胞瘤、膀胱癌的病因、病理变化、临床表现和扩散

途径。 

(十二)生殖系统疾病 

子宫颈癌、子宫体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的病因、病理变化和扩散途径。 

 (十三)内分泌系统疾病 

甲状腺肿、甲状腺炎的病因、病理变化和临床病理联系。甲状腺肿瘤的肉

眼特点、组织学类型、临床表现和扩散途径。 

(十四)传染病及寄生虫病 

结核病、尖锐湿疣及梅毒的病因、传播途径、发病机制、基本病理变化及

转化规律。 

 

二、 生理学 

(一)绪论 

1.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 

2.机体的内环境，稳态与生物节律 

3.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 

4.人体内自动控制系统 

 (二)细胞的基本功能 

1.细胞的跨膜物质转运功能 

2.细胞的生物电活动 

3.肌细胞的收缩功能 

 (三)血液 

1.血液的组成和理化特性。 

2.各类血细胞的生理特性和功能，红细胞的生成与破坏。 

3.生理性止血：基本过程，血液凝固和抗凝，纤维蛋白溶解。 

4.红细胞血型，血量和输血原则。 

(四)血液循环 

1.心脏的生理 

（1）心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2）心肌的生理特性： 

（3）心动周期的概念和心脏泵血的过程和机制以及心脏泵血功能的调节 

（4）心脏泵血功能的评价。 

2.血管功能 

（1）动脉血压：动脉血压的形成、正常值和影响因素。 

（2）静脉血压和静脉血流：中心静脉压，静脉血流及其影响因素。 

（3）微循环：微循环的组成，微循环的血流量的调节。 

（4）组织液和淋巴液的生成和回流及其影响因素。 

3.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1）神经调节：支配心脏和血管的心交感神经和心迷走神经，交感缩血

管纤维的作用和机制。 

（2）心血管反射：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压力感受性反射 

（3）体液调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血管紧张素Ⅱ的作用。 

4.器官循环 

冠脉循环：血流特点和血流量的调节。 

 (五)呼吸生理 

1.呼吸时肺内压和胸内压的变化；肺弹性阻力的成因和气道阻力。 

2.潮气量、残气量、肺活量和用力呼气量的测量意义；每分通气量与肺泡

通气量。 

3.气体交换及调节因素。 

4.血氧饱和度的概念以及氧解离曲线的特点和意义；氧与二氧化碳在血液

中运输的形式。 

5.呼吸的调节。 

 (六)消化生理 

1.消化道的一般生理特性和胃肠运动 

2.胃液、胰液和胆汁特性与分泌 

3.小肠内主要营养物质的吸收 

4.神经和体液因素对消化活动的调节 

 (七)能量代谢和体温 



1.机体能量来源、利用与调节 

2.基础代谢 

3.正常体温及其变动 

4.产热与散热过程 

5.体温调节 

 (八)尿的生成和排出 

1.肾血流量特性与调节 

2.肾小球的滤过作用 

3.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和分泌作用 

4.尿的浓缩和稀释作用 

5.尿生成的调节 

 (九)神经系统的功能 

1.神经系统功能活动的基本原理 

2.突触生理 

3.神经系统的感觉功能 

4.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5.自主神经的功能特征、递质与受体。 

6.脑电活动 

 (十)内分泌 

1.激素作用的一般生理特征。 

2.腺垂体释放的激素 

3.甲状腺、肾上腺和胰岛等内分泌释放的激素 

 (十一)生殖 

1.男性生殖：睾丸的生精作用和内分泌功能，睾丸功能的调节。 

2.女性生殖：卵巢的生卵作用和内分泌功能，卵巢周期和月经周期，卵巢

功能的调节;妊娠和分娩。 

(十二)感觉器官的功能 

1.感觉器官与感受器基本特性与生理 

2.躯体和内脏感觉 



3.视觉生理 

4.听觉生理 

5.平衡感觉 

6.嗅觉与味觉 

 

三、诊断学 

（一）症状学 

1. 发热病因分类、发生机制、各种热型的特点和临床意义、临床表现、

伴随症状和体征。 

2. 水肿常见病因及鉴别诊断。 

3. 贫血的诊断标准、分类方法、病因、临床表现。 

4. 皮肤黏膜出血发生机制及临床表现、伴随症状。 

5. 咳嗽、咳痰的病因及临床表现。 

6．咯血的病因与临床表现，咯血与呕血的鉴别诊断。 

7. 胸痛的常见病因、鉴别诊断。 

8. 呼吸困难的临床表现和病因。 

9. 发绀的定义与临床表现，中心性发绀与周围性发绀的特点及鉴别。 

10. 心悸的概念、常见病因。 

11. 腹痛的临床表现、伴随症状和病因。 

12．呕血的临床表现、伴随症状和病因。 

13. 便血的临床表现、伴随症状和病因。 

14. 黄疸的常见病因及临床表现。 

15. 血尿的常见病因及鉴别诊断。 

16. 尿频、尿急和尿痛的常见病因及发病机制。 

17. 少尿、无尿和多尿的常见病因及发病机制。 

18. 腰背痛问诊的要点、常见疾病及其特点。 

19. 关节痛问诊的要点、常见疾病及其特点。 

20. 晕厥的临床表现和病因。 

21. 意识障碍的临床表现和病因。 



（二）问诊 

1. 问诊的内容及方法。 

2. 问诊技巧及医德要求。 

（三）诊断学器官系统检查 

1. 视诊、触诊、叩诊、听诊的基本方法，全身体检基本内容及基本方法。 

2. 头部、颈部的检查方法与顺序，识别正常状态和异常体征。 

3. 外眼与内眼检查方法，眼功能检查的方法要点及顺序。 

4. 耳、鼻、口咽检查，常见的异常体征和临床意义。 

5. 胸部体表标志及胸部视、触、叩、听诊的检查方法。 

6. 胸廓及肺部异常体征的发生机制、特点及临床意义。 

7. 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主要症状与体征。 

8. 心脏和血管的检查方法；心血管视触叩听检查，心音、杂音杂音听诊

要点。 

9. 循环系统常见疾病的主要症状与体征。 

10. 腹部视、触、叩、听诊的检查方法，以触诊为重点。 

11. 感觉、运动和神经反射的检查方法及临床意义，脑神经检查方法及临

床意义。 

12. 脊柱、四肢的检查方法及病理改变的临床意义。 

13. 肛门与直肠检查的五种体位及适应情况。 

14. 常见阴茎、阴囊及其内容物、前列腺、精索异常检查和表现。 

15. 女性内外生殖器的检查注意问题和异常表现。 

16. 正常心电图波形特点和正常值，临床常见异常心电图表现和诊断。 

17. 超声波诊断的原理及临床应用范围，临床常见肝胆疾病、心血管疾病

的典型声像图。 

（四）实验诊断学 

1. 实验诊断的定义，诊断性实验的选择与评价，以临床思维方式应用实

验诊断项目。 

2. 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测定及临床意义；白细胞计数和分类计数及临

床意义；自动血细胞分析的检测参数。 



3. 骨髓检查适应症、禁忌症；常用细胞化学结果解释及临床意义；常用

血细胞免疫分型(粒、红、巨、淋)、细胞遗传学异常的结果解释临床意义。 

4. 小便常规检查各项指标变化的临床意义； 肾小球、肾小管功能检查的

方法及临床意义。 

5. 常用肝功及肝病的实验室检查正常值、临床意义，粪便检查的临床意

义。 

6.常用浆膜腔积液检查的临床意义。 

7.常用免疫检查的临床意义。 

（五）辅助检查 

1. 正常及异常心电图特点及诊断。 

2. 常用内镜检查及判读应用。 

（六）病历书写 

1. 病历书写基本要求，格式和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