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临床医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硕士专业学位
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Ⅰ．考试范围

考试包括公共基础及专业知识两部分。公共基础部分由内科学构成，

比例占 40%。公共基础部分参考本书内科学考试大纲。专业知识由康复

医学与理疗学构成，比例占 60%，内容包括：康复基础学、康复评定学、

康复治疗学和基本康复学。

Ⅱ．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康复医学中最主要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并且能运用它们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要求】　主要测试考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1．对康复医学领域中最主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

握程度。

2．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对有关的理论和实际问

题做出综合判断和评价。

3．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了解康复医学新进展的能力。

Ⅲ .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答题方式
闭卷、笔试

二、考试时间
18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三、题型分数比例
选择题　A1 型选择题 85 题　约 42.5%

　　　　A2 型选择题 40 题　约 20%

　　　　B 型选择题 50 题　约 25%

　　　　X 型选择题 25 题　约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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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 大纲内容

第一部分　本学科

第一章　康复医学概述

一、康复医学发展史
（一）康复医学雏形阶段

（二）现代康复医学阶段

（三）中国康复医学的发展

二、康复医学的内涵
（一）康复的定义

（二）康复医学的定义

（三）医疗康复的定义

（四）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

（五）康复医学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保健医学的关系

（六）康复团队及其工作职能

（七）康复医学价值观

（八）康复三级预防

（九）康复医学未来发展趋势

三、康复医学对象
（一）残疾的定义及分类

（二）残疾人

（三）老年人

（四）慢性病患者

（五）伤病急性期及恢复早期的患者

四、康复医学内容
（一）康复医学基础学

（二）康复功能评定

（三）康复治疗学

（四）康复临床学

（五）社区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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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康复治疗的运动学基础

一、运动学基础
（一）人体生物力学的概念

（二）运动平面和运动轴

（三）骨骼的生物力学特性

（四）关节的力学特性

（五）肌肉的力学特性

（六）纤维的力学特性

二、运动生理学基础
（一）运动与骨骼肌

（二）运动时的身体调节

（三）运动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四）运动对代谢的影响

第三章　康复治疗的神经学基础

一、神经传导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一）突触的传导

（二）兴奋在中枢传导的特征

（三）抑制在中枢传导的表现

二、感觉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一）外周感觉

（二）躯体感觉中枢传导通路

（三）丘脑投射系统

（四）大脑皮质的感觉分布区

三、反射中枢与反射活动的协调
（一）反射中枢的定义

（二）反射活动协调生理学基础

四、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功能的调节（肌肉活动的神经控制）
（一）脊髓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二）脑干在人体运动中的作用

（三）小脑和基底神经节在运动控制中的作用

（四）大脑皮质在运动控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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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觉传入信息在运动活动中的作用

五、中枢神经系统的可塑性
（一）中枢神经系统可塑性的主要类型及机制

（二）影响可塑性的因素

第四章　康复治疗的发育学基础

一、正常发育
（一）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

（二）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三）心理社会发育

（四）运动发育

（五）反射发育

（六）姿势发育

（七）肌张力发育

（八）语言发育

二、异常发育
（一）行为及运动功能

（二）运动功能障碍的进程

（三）影响儿童运动功能康复的生理病理因素

第五章　康复评定学

一、残疾学及残疾分类
（一）残疾概述

（二）残疾分类

（三）中国残疾分类标准

（四）残疾学的基本内容

二、肢体活动能力评估
（一）肌力评定

（二）肌张力评定

（三）关节活动度的测定

（四）平衡功能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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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肺功能评估
（一）心肺功能的相关定义

（二）心电运动试验

（三）呼吸和气体代谢测定

四、临床步态分析
（一）步态的基本理论

（二）步态分析方法

（三）病理性步态

五、神经生理功能电诊断

六、临床影像学应用

七、脑高级功能和心理评估
（一）脑高级功能障碍的基本概念

（二）感知功能评定

（三）认知功能评定

（四）心理功能评定

八、言语和吞咽功能评定
（一）失语症的评定

（二）构音障碍的评定

（三）吞咽障碍的评定

九、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估
（一）日常生活活动的理论基础

（二）ADL 评定的影响因素及评定方法

（三）国际常用评价方法

十、社会参与能力评定

第六章　康复治疗学

一、物理治疗——运动疗法
（一）运动疗法的理论基础

（二）力学原理的运动训练

（三）神经肌肉促进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训练方法

（四）补偿和替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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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理治疗——理疗
（一）理疗

（二）电疗法

（三）光疗法

（四）超声波疗法

（五）磁疗法

（六）石蜡疗法

（七）冷疗法

（八）水疗法

（九）生物反馈疗法

三、作业疗法
（一）作业疗法

（二）作业活动分析

四、言语与吞咽功能障碍的治疗
（一）失语症的治疗

（二）构音障碍的治疗

（三）吞咽障碍的治疗

五、中国传统康复治疗技术
（一）中国传统康复的基本特点及原则

（二）常用中医康复治疗技术

六、康复生物工程
（一）生物工程的基本理论

（二）假肢

（三）矫形器

（四）治疗和训练辅助器

（五）个人转移辅助器具

第七章　临床康复学

一、脑血管意外后康复
（一）脑血管意外的概念、分类及相关机制

（二）脑血管意外的康复问题

（三）脑血管意外的康复分期和适应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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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脑血管康复的治疗基础

（五）脑血管康复治疗方法

二、颅脑损伤的康复
（一）颅脑损伤概述

（二）颅脑损伤后的康复问题

（三）颅脑损伤康复治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四）颅脑损伤康复治疗基础

（五）颅脑损伤康复治疗方法

三、脑性瘫痪的康复
（一）脑性瘫痪的相关概念

（二）脑瘫的康复问题

（三）分型及适应证

（四）康复治疗基础

（五）康复治疗方法

四、脊髓损伤的康复
（一）脊髓损伤的基本概念

（二）脊髓损伤的康复问题

（三）康复治疗机制和评估

（四）康复治疗

五、外周神经损伤的康复
（一）周围神经损伤概述

（二）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问题

（三）康复分期与适应证

（四）康复治疗基础

（五）康复治疗

（六）常见周围神经损伤术后的康复

六、关节炎的康复
（一）关节炎概述

（二）关节炎的康复问题

（三）功能评估和康复治疗分期

（四）关节炎的康复治疗

（五）康复治疗的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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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
（一）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

（二）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

八、手外伤的康复
（一）手外伤的分类及病理生理过程

（二）手外伤的康复问题

（三）手外伤的康复分期及适应证

（四）手外伤康复治疗基础

（五）手外伤的康复治疗方法

九、运动创伤的康复
（一）运动创伤学概述

（二）运动创伤的康复问题

（三）适应证、禁忌证、临床分期

（四）康复治疗基础

（五）常见运动创伤的康复治疗

十、烧伤的康复
（一）烧伤概述

（二）烧伤的康复问题

（三）康复治疗分期（三期）和禁忌证

（四）烧伤康复治疗基础

（五）烧伤的康复治疗

十一、下腰痛的康复
（一）下腰痛的病因及机制

（二） 下腰痛的康复问题

（三）下腰痛的康复治疗技术及原理

（四）常见下腰痛的康复治疗

十二、颈肩痛的康复
（一）颈肩痛概述

（二）颈肩痛的康复问题

（三）颈肩痛的适应证和临床分期

（四）颈肩痛的康复治疗基础

（五）颈肩痛的康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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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骨折的康复
（一）骨折概述

（二）骨折的康复问题

（三）骨折的适应证和康复临床分期

（四）骨折的康复治疗基础

（五）骨折的康复治疗方法

十四、脊柱侧弯的康复
（一）脊柱侧弯的理论基础

（二）脊柱侧弯的康复问题

（三）脊柱侧弯的适应证

（四）脊柱侧弯的康复治疗基础

（五）康复治疗方法

十五、冠心病的康复
（一）冠心病概述

（二）冠心病的康复问题

（三）冠心病的康复适应证及禁忌证

（四）冠心病的康复治疗基础

（五）康复治疗方法

（六）康复治疗展望

十六、原发性高血压的康复
（一）原发性高血压概述

（二）原发性高血压的康复问题

（三）原发性高血压康复治疗的适应证与禁忌证

（四）原发性高血压的康复治疗机制

（五）原发性高血压康复治疗方法

十七、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康复
（一）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概述

（二）CHF 的康复问题

（三）CHF 康复治疗基础

（四）CHF 康复治疗的适应证与禁忌证

（五）CHF 的康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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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康复
（一）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基本概念及病理生理过程

（二）COPD 的康复问题

（三）COPD 康复治疗的适应证及禁忌证

（四）COPD 康复治疗基础

（五）COPD 的康复治疗方法

十九、糖尿病的康复
（一）糖尿病概述

（二）糖尿病的康复问题

（三）糖尿病的康复评估

（四）糖尿病的康复治疗基础

（五）糖尿病的康复治疗方法

二十、肥胖症的康复
（一）肥胖病概述

（二）肥胖症的康复问题

（三）肥胖症的康复评估

（四）肥胖症的康复治疗基础

（五）肥胖症的康复治疗方法

二十一、癌症的康复
（一）癌症康复的定义及其特点

（二）癌症的康复问题

（三）癌症的康复治疗分期和原理

（四）癌症的康复治疗方法

（五）特定癌症的康复治疗

二十二、老年病患者和残疾儿童的康复
（一）老年病患者的康复

（二）残疾儿童的康复

二十三、康复临床常见症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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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相关学科

第一章　神经病学

掌握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定位、定

性）与鉴别诊断，以及治疗原则；正规、系统的神经系统检查；头部 CT、

MRI、MRA 等神经影像学定位，脑血管病影像学改变。熟悉神经系统解

剖知识，腰椎穿刺的适应证、禁忌证及操作方法。

第二章　骨科

掌握骨科常见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骨骼肌肉系统体格检查；

常见骨科疾病的 X 线片、CT、MRI 读片，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包

括手术指征、并发症处理）。熟悉四肢脊柱的功能解剖。

第三章　心内科

掌握心内科常见病及其并发症的临床检查、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基

本原则与方法，规范、系统的全身体格检查，心电图的原理、操作与正常

及常见异常图像的特点。熟悉心力衰竭的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