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医科大学 2022 年“专升本”选拔考试 

中医学专业专业课考试说明 

一、 考试说明： 

“中医学专业”专业课考试科目是为自治区普通高校招

收中医学专业“专升本”学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

区统一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高职 

（专科）阶段相关专业知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水平。

考试评价的标准是报考该专业大类的高职（专科）优秀毕业

生应能达到的自治区规定的合格水平，以利于普通本科院校

择优选拔，确保招生质量。 

二、 适用专业 

中医学专业 

三、命题原则 

    全面考查学生对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要知识点学习、

理解和掌握的情况。试题知识点覆盖范围广，基本知识类试

题约占 60%，理解应用类试题约占 30%，较难试题约占 10%。

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题目占比约 6:4。 

四、考查科目 

1.中医基础理论 

2.中医内科学 

五、考查内容 

（一）中医基础理论科目 



1.考查目标 

考查考生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的掌

握、运用中医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考查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要   点 

绪论 

1.中医学的概

念 

2.中医学理论

体系形成的标

志、中医学理论

体系的发展 

3.中医学理论

体系的主要特

点 

1.中医学和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概

念。 

2.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等对中医学理论体系

形成的奠基作用和意义。历代著名医

家对中医学理论的充实和发展。金元

四大家，温病学派的主要贡献。 

3.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1）整体观念：即对机体自身整体性

和内外环境统一性的认识，体现于中

医的生理、病理、诊治及养生康复等

各方面。 

（2）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

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症、证、病的

概念，辨证与论治的含义及其相互关

系，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的含义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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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中 医

学 的

哲 学

基础 

1.精气学说 

2.阴阳学说 

3.五行学说 

1.精气学说 

（1）精气的基本概念。 

（2）精气学说的基本内容：气是物质，

气是万物的本原，气的运动是万物变

化的根源，气是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的

中介。 

（3）精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2.阴阳学说 

（1）阴阳的基本概念及形成。 

（2）阴阳的特性与归类。 

（3）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阴阳交感、

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

阳转化的含义、运动规律和形式及其

在自然界、人体生理、病理上的体现。 

（4）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3.五行学说 

（1）五行的基本概念及形成。 

（2）五行的特性及事物五行属性的推

演与归类。 

（3）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五行的生

克、制化、乘侮和母子相及。 



（4）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藏象 

1.藏象概论 

2.五脏 

3.六腑 

4.脏腑之间的

关系 

1.藏象与藏象学说的含义，藏象学说

形成的基础及主要特点。 

2.五脏、六腑、奇恒之腑各自的共同

生理特点及区别。 

3.五脏的生理特性、生理功能及其在

神、在志、在液、在体、其华、在窍

和与五季的关系。 

4.六腑的生理功能。 

5.脑、女子胞的生理功能。 

6.脏腑之间的关系：脏与脏之关系，

包括心与肺、心与脾、心与肝、心与

肾、肺与脾、肺与肝、肺与肾、肝与

脾、肝与肾、脾与肾的关系；脏与腑

之间的关系，包括心与小肠、肺与大

肠、脾与胃、肝与胆、肾与膀胱的关

系；六腑之间的关系。 

精 气

血 津

液神 

1.精 

2.气 

3.血 

4.津液 

5.神 

1.精 

（1）人体之精的基本概念。 

（2）人体之精的生成、贮藏和施泄。 

（3）人体之精的功能及分类。 

2.气 



6.精气血津液

神之间的关系 

 

（1）气的基本概念。 

（2）气的生成。 

（3）气的运动和运动形式：“气机”

的概念及气的运动在人体生理活动中

的体现。 

（4）气的生理功能。 

（5）气的分类与分布：元气、宗气、

营气、卫气的概念、生成、分布与主

要功能。 

3.血 

（1）血的概念。 

（2）血的生成。 

（3）血的功能及运行。 

4.津液 

（1）津液的概念及功能。 

（2）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脾、

肺、肾、肝及三焦等在津液代谢中的

作用及调节机制。 

（3）津液的功能。 

5.神 

（1）神的概念及功能。 

6.气血津液之间的相互关系 



（1）气和血的关系：气为血帅，血为

气母。 

（2）气和津液的关系：气能生津，气

能行津，气能摄津；津能化气，津能

载气。 

（3）精血津液的关系：精血同源、津

血同源。 

（4）精气神之间的关系：  

经络 

1.经络的基本

概念与经络系

统的组成 

2.十二经脉 

3.奇经八脉 

4.经络的生理

功能、经络学说

的应用 

1.经络的概念及经络系统的组成。 

2.十二经脉的名称、走向与交接规律、

分布规律、表里关系及流注次序。 

4.奇经八脉： 

（1）奇经八脉的含义、走向分布特点

及生理功能。 

（2）奇经八脉各自的生理功能。 

5.经别、别络、经筋、皮部的含义、

分布特点及生理功能。 

6.经络的生理功能及经络学说的应

用。 

体质 

1.体质的基本

概念 

2.体质的形成、

1.体质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2.体质的构成要素与评价； 

3.体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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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及分类 

3.体质学说的

应用 

4.体质的分类及其特征。 

5.体质学说的应用。 

病因 

1.病因概述 

2.外感病因 

3.内伤病因 

4.病理产物性

病因 

1.中医学病因的分类及中医探求病因

的主要方法。 

2.外感病因： 

（1）六淫的概念，六淫致病的共同特

点。 

（2）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

邪各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 

（3）疠气的概念及致病特点。 

3.内伤病因： 

（1）七情内伤的基本概念及致病特

点。 

（2）饮食失宜的分类及病理表现。 

（3）劳逸损伤的分类及病理表现。 

4.病理产物性病因： 

（1）痰饮的概念、形成及致病特点。 

（2）瘀血概念、形成及其致病特点、

症状特点。 

（3）结石的概念、形成及致病特点。 

病机 1.病机的概念 1.病机的概念及沿革 



2.发病 

3.基本病机 

4.内生“五邪” 

5.疾病传变 

2.发病 

（1）发病的基本原理：邪气和正气的

概念、作用及其在疾病发生、发展和

变化中的关系。 

（2）影响发病的主要因素。 

（3）发病的类型。 

3.基本病机 

（1）邪正盛衰: 

邪正盛衰与疾病的虚实变化； 

邪正盛衰与疾病的转归。 

（2）阴阳失调： 

阴阳失调病机的概念； 

阴阳失调病机的内容：阴阻偏胜、阴

阳偏衰、阴阳互损、阴阳格拒、阴阳

转化、阴阳亡失等病机的概念、特点、

形成原因及病理表现。 

（3）精气血失常：  

精虚、精瘀病机的概念、特点、形成

原因及病理表现； 

气失常病机的内容：气虚、气机失调

（气滞、气逆、气陷、气闭和气脱) 病

机的概念、特点、形成原因及病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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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气血失常病机的内容：血虚、血运失

常（血寒、血热、血瘀、出血）病机

的概念、特点、形成原因及病理表现； 

精气血关系失调：精与气血关系失调、

气与血关系失调病机的形成原因及病

理表现。 

（4）津液失常：  

津液代谢失常病机的概念。 

津液代谢失常病机的内容：津液不足，

津液的输布、排泄障碍，津液与气血

的关系失调等病机的概念、形成原因

及病理表现。 

4.内生“五邪” 

（1）内生“五邪”病机的含义。 

（2）内生“五邪”病机的内容：风气

内动（肝阳化风、热极生风、阴虚风

动、血虚生风)、寒从中生、湿浊内生、

津伤化燥、火热内生等的概念、形成

原因及病理表现。 

（3）内生“五邪”与外感六淫的关系。 

4.疾病传变：疾病传变的形式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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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变的因素。 

养 生

防 治

原则 

1.养生与预防 

2.治则 

 

1.养生：养生的基本概念及养生的基

本原则。 

2.治未病 

（1）治未病的概念及其与养生的关

系。 

（2）未病先防：扶助机体正气、防止

病邪侵害。 

（3）既病防变：早期诊治，防止传变。 

（4）愈后防复：  

3.治则 

（1）治则的概念、治则与治法的关系。 

（2）正治与反治：正治与反治的含义、

主要内容及其适应范围； 

（3）治标与治本：标和本的含义，治

病必求于本的重要意义，治标与治本

的运用方法及其适应范围。 

（4）扶正与祛邪：扶正与祛邪的基本

概念、适应范围及其应用原则和方法。 

（5）调整阴阳：调整阴阳的概念和原

则，损其偏盛的基本方法及其适应范

围，补其偏衰的基本方法及其适应范



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

源，以消阴翳”，“阳中求阴”，“阴

中求阳”等法则的含义及应用。 

（6）调和脏腑：调和脏腑的原则。 

（7）调理精气血津液：调理精气血津

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8）三因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因人制宜的含义及其运用。 

3.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为 50 分。 

4.参考教材 

   《中医基础理论》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敏勇、陈建

章主编  ISBN:978-7-5132-4797-9。 

（二）中医内科学科目 

1.考查目标 

考查学生对于中医内科常见病证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运用所学的医学知识，结合临床实

际病例的中医临证思维能力和实际病案分析能力。 

2.考查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要点 

第 一

部 分 

1.了解中医内科学的定义；中医

内科学的性质和范围；中医内科

1.中医内科学的定

义。 



总论 疾病的分类、命名及其特点；中

医内科学发展源流。  

2.中医内科疾病辨证论治思路

与原则。 

3.中医内科疾病的辨治原则。 

 

2.中医内科疾病辨证

论治思路与原则。 

3.中医内科疾病的辨

治原则。 

 

第二部分 各论 

第 一

章 

肺 系

病证 

掌握： 

1.肺系各病证的病因病机。 

2.肺系各病证的辨证论治。 

熟悉： 

1.肺系各病证的概念。 

2.肺系各病证的诊察要点（诊断

依据、病证鉴别）。 

了解： 

1.肺系各病证的预后转归。 

2.肺系各病证的预防调护和临

证备要。 

 

重点掌握感冒、咳嗽、

喘证、哮证、肺胀病

证。 

 

第 二

章 

心 系

掌握： 

1.心系各病证的病因病机。 

2.心系各病证的辨证论治。 

重点掌握心悸、胸痹、

不寐病证。 



病证 

 

熟悉： 

1.心系各病证的概念。 

2.心系各病证的诊察要点（诊断

依据、病证鉴别）。 

了解： 

1.心系各病证的预后转归。 

2.心系各病证的预防调护和临

证备要。 

第 三

章 

脑 系

病证 

 

掌握： 

1.脑系各病证的病因病机。 

2.脑系各病证的辨证论治。 

熟悉： 

1.脑系各病证的概念。 

2.脑系各病证的诊察要点（诊断

依据、病证鉴别）。 

了解： 

1.脑系各病证的预后转归。 

2.脑系各病证的预防调护和临

证备要。 

重点掌握头痛、眩晕、

中风病证。 

 

第 四

章 

脾 胃

掌握： 

1.脾胃各病证的病因病机。 

2.脾胃各病证的辨证论治。 

重点掌握胃痛、胃痞、

痢疾、泄泻、便秘病

证。 



病证 

 

熟悉： 

1.脾胃各病证的概念。 

2.脾胃各病证的诊察要点（诊断

依据、病证鉴别）。 

了解： 

1.脾胃各病证的预后转归。 

2.脾胃各病证的预防调护和临

证备要。 

 

第 五

章 

肝 胆

病证 

 

掌握： 

1.肝胆各病证的病因病机。 

2.肝胆各病证的辨证论治。 

熟悉： 

1.肝胆各病证的概念。 

2.肝胆各病证的诊察要点（诊断

依据、病证鉴别）。 

了解： 

1.肝胆各病证的预后转归。 

2.肝胆各病证的预防调护和临

证备要。 

 

重点掌握胁痛、黄疸、

鼓胀病证。 

第 六 掌握： 重点掌握水肿、淋证



章 

肾 系

病证 

 

1.肾系各病证的病因病机。 

2.肾系各病证的辨证论治。 

熟悉： 

1.肾系各病证的概念。 

2.肾系各病证的诊察要点（诊断

依据、病证鉴别）。 

了解： 

1.肾系各病证的预后转归。 

2.肾系各病证的预防调护和临

证备要。 

病证。 

第 七

章 

气 血

津 液

病证 

 

掌握： 

1.气血津液各病证的病因病机。 

2.气血津液各病证的辨证论治。 

熟悉： 

1.气血津液各病证的概念。 

2.气血津液各病证的诊察要点

（诊断依据、病证鉴别）。 

了解： 

1.气血津液各病证的预后转归。 

2.气血津液各病证的预防调护

和临证备要。 

重点掌握郁证、血证、

消渴、内伤发热病证。 

 

第 八 掌握： 重点掌握痹证、痿证、



章 

肢 体

经 络

病证 

1.肢体经络各病证的病因病机。 

 2.肢体经络病证的辨证论治。 

熟悉： 

1.肢体经络系各病证的概念。 

2.肢体经络系各病证的诊察要

点（诊断依据、病证鉴别）。 

了解： 

 1.肢体经络系各病证的预后转

归。 

 2.肢体经络系各病证的预防调

护和临证备要。 

 

腰痛病证。 

 

3.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为 50 分。 

4.参考教材 

   《中医内科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伯礼、吴勉华

主编  ISBN： 978-7-5132-34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