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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学大纲作为参加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

院医师学习公共科目课程的指南，其配套教材为上海市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综合知识》、《重点感染性疾病的

防治》和《全科医学概论》。 

本大纲由编写教材的各位专家共同编写，并作为专家命

题和住院医师备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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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一  卫生法规 

 

第一章  传染病防治法（1.5 学时） 

 

教学目的： 

1. 了解我国传染病预防相关制度；国家对传染病的医疗救治。 

2. 熟悉传染病防治方针和原则；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的紧急措施。 

3. 掌握我国法定传染病的分类和病种数量；甲类传染病病种和乙类传

染病中按甲类传染病防控的传染病；传染病疫情报告、通报、公布制

度；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该采取的措施。 

 

主要内容及讲课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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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的分类 

4. 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适用范围 

5.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职责 

6. 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患者合法权益保护 

7. 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 

二、传染病预防 

1. 传染病监测预警制度 

2. 预防接种制度 

3. 传染病菌种、毒种管理 

4.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预防工作 

5. 医疗机构的预防工作 

三、传染病疫情的报告、通报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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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染病疫惰的报告 

2. 传染病疫惰的通报 

3. 传染病疫情信息的公布 

四、传染病疫情控制 

1. 一般控制措施 

2. 紧急措施 

3. 疫区封锁 

4. 其他措施 

五、传染病医疗救治 

1. 医疗救治服务网络建设 

2. 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救治的管理性规定 

六、法律责任 

1.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法律责任 

2.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法律责任 

3. 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  艾滋病防治条例（0.5 学时） 

 

教学目的： 

1. 了解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权利和义务。 

2. 熟悉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 

3. 掌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医疗卫生机构在治疗与救助中的责

任。 

 

主要内容及讲课要点： 

一、概述 

1. 艾滋病的概念 

2. 艾滋病防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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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防与控制 

1. 艾滋病监测 

2. 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 

3. 对人体血液、血浆、组织的艾滋病检测 

三、治疗与救助 

1. 医疗卫生机构在治疗与救助中的责任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权利和义务 

四、法律责任 

 

 

第三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0.5 学时） 

 

教学目的： 

1. 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通报。 

2. 熟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方针和原

则。 

3. 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与信息发布。 

  

主要内容及讲课要点： 

一、概述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方针和原则 

二、报告与信息发布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通报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 

三、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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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职业病职业病防治法（1.5 学时） 

 

教学目的： 

1. 了解职业病防治工作方针、机制与管理原则；职业卫生监管体制；

职业病前期预防的相关规定；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职业病诊

断、鉴定中争议问题的处理；职业病患者的社会保障；职业病防治

监督检查；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法律责任。 

2. 熟悉职业病诊断鉴定；用人单位在职业病诊断、鉴定上的责任；职

业病诊断、鉴定的特殊处理；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患者的待遇。 

3. 掌握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诊断综合分析的因素；职业病诊断的

程序；职业病诊断、鉴定的现场调查。 

 

主要内容及讲课要点： 

一、概述 

1. 职业病的概念和分类 

2. 职业病防治工作方针、机制与管理原则； 

3. 职业卫生监管体制 

4.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制定 

二、前期预防 

1.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责任 

2. 工作场所的职业卫生要求 

3.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4.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5.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三、劳动过程中的预防与管理 

1. 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2. 职业病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 

3. 职业病危害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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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 

5. 职业卫生培训 

6. 职业健康检查 

7.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8. 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处置 

9. 劳动者职业卫生权利 

四、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患者保障 

1. 职业病诊断机构 

2. 职业病诊断 

3. 职业病诊断鉴定 

4. 用人单位在职业病诊断、鉴定上的责任 

5. 职业病诊断、鉴定的现场调查 

6. 职业病诊断、鉴定的特殊处理 

7. 职业病诊断、鉴定中争议问题的处理 

8. 职业病患者、疑似职业病患者的待遇 

9. 职业病患者的社会保障 

五、职业病防治监督检查 

1. 监督检查措施 

2. 临时控制措施 

六、法律责任 

1. 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疑似职业病的法律责任 

2. 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法律责任 

3. 擅自从事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的法律责任 

4.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 

5.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 

6. 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 

7. 卫生行政部门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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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执业医师法（2 学时） 

 

教学目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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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及讲课要点： 

一、概述 

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概念 

2.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立法 

二、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 

1. 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规定 

2.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处方管理 

三、法律责任 

1. 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2. 具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执业医师法律责任 

3. 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执业医师法律责任 

4. 处方的调配人、核对人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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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  循证医学 

 

教学目标： 

认识循证医学，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循证实践步骤处理临床问题。

结合临床问题开展循证实践与科学研究。 

认识系统评价、Meta分析、临床实践指南与原始临床研究一样，

都是循证医学证据。 

充分评估证据的科学性、时效性、地域性与人群特征是证据应用

的基础，结合临床医生的经验和患者特征与价值取向应用证据是获得

疗效的保障。 

 

主要内容及讲课要点（共 8 学时）： 

一、循证医学概论（1 学时） 

1. 掌握循证医学的基本概念和三要素 

2. 熟悉实践循证医学的基本步骤，熟悉 PICO模式构建临床问题  

3. 了解循证医学证据等级和临床研究论文报告标准  

二、治疗与循证医学(2 学时) 

1. 掌握治疗性研究科学性评价的基本原则：对照原则、随机原则、

盲法原则 

2. 熟悉治疗性研究的各种设计方案及其优缺点  

3. 了解治疗性研究疗效指标的选择、结果大小的表达与评估，ITT

分析与 PP分析的差别 

三、诊断试验评价（2 学时） 

1. 掌握诊断试验文献评价的方法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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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悉诊断试验的评价指标与特点 

3. 了解提高诊断试验效率的方法 

四、预后研究（1 学时） 

1.掌握队列研究的设计要点；掌握预后研究的评价原则。 

2.熟悉生存分析的表达与分析方法。 

3.了解疾病预后因素的分析方法。 

五、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1 学时） 

1. 掌握系统评价与 Meta分析的定义与差别，掌握森林图的含义 

2. 熟悉系统评价和 meta分析的基本步骤和注意事项；熟悉漏斗

图的含义。 

3. 了解 meta分析异质性意义及模型选择。 

六、临床实践指南（1 学时） 

1.掌握临床指南的基本概念，临床指南评价原则 

2 熟悉临床指南的应用原则 

3 了解 GRADE 证据和推荐分级系统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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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三  临床思维与人际沟通（共 8 学时） 

 

临床思维的培养十分重要，在疾病诊断与治疗过程中要求医师必

须全面而科学的进行思维、推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深刻认识疾

病的本质，及时作出正确的临床判断，给予及时、合理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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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八  重点感染性疾病的防治 

 

教学目的： 

1. 掌握重点感染性疾病的常见临床特点及处理规范，重点是发热、腹

泻、出疹性疾病的诊断思路和重要感染性疾病的处理规范。 

2. 熟悉抗菌药物、抗真菌药物、抗结核药物、抗病毒药物及抗寄生虫

药物的合理使用方法。 

3. 了解传染病的职业防护知识及医院内感染的预防和处理。 

主要内容及讲课要点（共 50学时）： 

一、与感染相关的常见综合征与疾病（37 学时） 

1. 经典传染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思路 

2. 重要感染性疾病的处理原则 

3. 重要感染性疾病及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及预防 

掌握败血症、霍乱、病毒性肝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发热、感

染性腹泻、感染性出疹性疾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流行病学、

临床表现、诊断和处理。 

熟悉深部真菌感染、肾综合征出血热、疟疾、结核病、传染性非

典型肺炎、人兽共患病、甲型 H1N1流感、人禽流感的流行病学、流

行性感冒的临床表现、诊断和处理。 

了解鼠疫、登革热、炭疽、其他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表

现、诊断和处理。 

 感染性出疹性疾病（2 学时） 

 感染性腹泻（2 学时）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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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血症（2 学时） 

 发热（2 学时） 

 深部真菌感染（2 学时） 

 鼠疫（1 学时） 

 霍乱（2 学时） 

 病毒性肝炎（2 学时） 

 肾综合征出血热（1 学时） 

 登革热（1 学时） 

 炭疽（1 学时） 

 结核病（2 学时） 

 疟疾（1 学时） 

 人兽共患病（2 学时）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2 学时） 

 甲型 H1N1流感（2 学时） 

 人禽流感（2 学时）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2 学时） 

 流行性感冒（2 学时） 

 其他新发传染病（2 学时） 

  

二、医院感染、生物恐怖（4 学时） 

1. 医院感染的病原学、传播途径及控制原则 

2. 生物恐怖的定义、常见类型及相应处理 

3. 传染病职业防护（针对传染病不同传播途径的各类预防隔离措施；

保护医务人员避免感染的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职业暴露后的应急

措施、风险评估及预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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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感染（2 学时） 

 感染性疾病与生物恐怖（1 学时） 

 感染性疾病的职业防护（1 学时） 

三、抗感染治疗药物（9 学时） 

1. 抗生素的合理应用（针对不同的病原学应使用哪些药物？各种不同

抗生素的特点及特殊人群的抗生素使用） 

2. 抗病毒药物的应用（抗流感病毒药物、抗疱疹病毒药物及抗乙肝病

毒药物和抗丙肝病毒药物的特点及使用方法） 

3. 抗真菌药物的种类及特点，深部真菌感染的治疗策略 

4. 抗结核药物的合理使用（代表药物、疗效及不良反应） 

5. 抗寄生虫药物的合理应用（种类及使用方法） 

 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4 学时） 

 抗病毒药物（2 学时） 

 抗真菌药物的合理使用（1 学时） 

 抗结核药物的合理使用（1 学时） 

 抗寄生虫药物的合理使用（1 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