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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船山学院2023年

“专升本”招生考试科目、考试大纲

各高职（专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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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教发﹝2022﹞55号）

及有关文件精神，现公布我院 2023 年“专升本”招生专业考试

科目、考试大纲，为各位考生做好复习备考提供参考。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2023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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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科目

序号 专业 科目 1 科目 2 科目 3

1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大学计算机基础 机械制造工艺学 机械设计基础

2 土木工程 大学计算机基础 建筑材料 土木工程施工

3 护理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 护理学基础 内科护理学

注：

1.考试科目不指定教材；

2.各科目考试均采用闭卷方式，每科目总分为 100 分、考试时长为 10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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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报考南华大学船山学院的“专升本”考生。

二、考试目的

考查学生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掌握情况。

三、考试要求

要求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熟悉常见应用。

四、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计算机的发展 (10～15 分 值 )

考试内容：电子计算机的起源与各发展阶段；计算机的分类与特点；计算思维

定义及特点。

考试要求：掌握信息和数据的概念；了解计算机的起源与发展、分类、特点及

应用；掌握计算思维定义及特点。

（二）计算机基础 (10～20 分 值 )

考试内容：计算机的基本应用；信息处理过程、信息技术概念、信息安全概念；

病毒的概念、特点、分类及病毒的预防；信息素养概念。

考试要求：了解信息处理过程和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的概念，了解计算机病毒

及其预防；理解信息素养、计算机文化、知识产权的概念，以及如何培养信息素

养。

（三）计算机系统 (20～30 分 值 )

考试内容：数制及其转换；数据编码；冯·诺依曼设计思想、计算机硬件组

成与工作基本原理；微型计算机的组成；常用的外部设备。机器语言、汇编语言

与高级语言；程序与软件；结构化程序设计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

考试要求：掌握数制概念及各种数制的转换规则，计算机内部数的表示及基本

运算规则，微型计算机的组成；理解计算机的组成结构及基本工作原理；了解微型

计算机常用外部设备。掌握机器语言、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的概念、特点和执行

过程；了解软件与程序的基本概念与发展历程；了解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基本



7

思想和方法；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活动。

（四）操作系统 ( 10～20 分 值 )

考试内容：操作系统的启动；操作系统的概念、总体作用与具体管理功能、

分类；常用操作系统；Windows 7 的资源管理器，文件和文件夹的管理、磁盘

管理。

考试要求：熟练掌握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功能；掌握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

桌面、文件与磁盘管理等基本操作；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功能、形成与发展、

分类及代表。

（五）计算机网络 ( 10～15 分 值 )

考试内容：计算机网络的定义、发展、功能、组成；协议的概念、主要协议框

架；局域网与广域网概念；局域网的拓扑、介质、协议、设备；Internet 组成、

协议、地址和域名及基本服务；防火墙、数字签名、数字证书概念。

考试要求：掌握 Internet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常用服务；理解局域网常

用组网知识与技术；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形成与发展、组成与功能和计算机网络协

议相关概念以及常用的局域网标准和协议。

（六）办公软件 ( 15～25 分 值 )

考试内容：办公自动化概念；各种视图方式的特点与作用；文字和表格的编辑

和格式化基本操作；电子表格基本数据运算及地址和函数的引用；数据的排序、筛选、

分类汇总；图表的生成；演示文稿的创建、编辑、美化、放映与输出。

考试要求：熟练掌握文字处理、电子表格和演示文稿的建立、编辑和管理等基

本操作；掌握文档及表格的美化、电子表格数据管理以及演示文稿的放映与输出等

操作；了解办公自动化及其相关应用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七）公共基础知识 ( 10～15 分 值 )

考试内容：算法的基本概念；数据结构的概念、分类；数据结构的图形表示； 基

本数据结构的定义、特性和基本运算；基本查找算法；基本排序算法。数据库的基

本概念；数据模型；关系代数；数据库设计方法和步骤。程序设计方法与风格；软

件工程基本概念；结构化和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方法；软件测试和调试。

考试要求：掌握算法的概念、特性和基本复杂度分析；掌握数据结构的概念

（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分类（线性结构、非线性结构）及表示方法；掌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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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结构（含线性表、栈和队列、树和二叉树）的定义、特性和基本运算；掌

握顺序查找与二分法查找算法；熟悉交换类排序、选择类排序和插入类排序基本算

法，能比较其复杂度。理解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发展及特点；理解数据库三级模式

及数据模型的概念；掌握关系代数运算选择、投影、连接、并、交、差、除、笛卡尔

积）；了解数据库设计的方法和步骤。了解程序设计方法（结构化和面向对象概

念与特征）及风格；理解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软件工程 3 要素、软件生命周期）；

掌握结构化分析与设计方法主要思想和工具（数据流图 DFD、数据字典 DD、判

定树、判定表）；掌握软件测试和调试的目的、过程和基本方法（静态测试和动态

测试、白盒测试和黑盒测试）。

五、考试方式及时间

闭卷笔试，100 分钟

六、考试题型结构及分值分布

选择题 60～70 分；判断题 10～15 分；

填空题 10～15 分；计算题 10～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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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工艺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报考南华大学船山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升本”考生。

二、考试目的

一是检查考生对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原理的掌握程度，二是评价

考生对本课程涉及的工程实际问题的应用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制订 (30～40 分 值 )

识记：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工序、工步；生产纲领；机械加工工艺规程；毛坯

基本形式；基准及分类。

理解：毛坯的选择原则；精基准选择；加工阶段划分；加工顺序的安排；工艺

尺寸链的概念及特征

综合应用: 典型零件（轴类、箱体、齿轮等）的工艺编制；工艺尺寸链的计算。

（二）机械装配工艺基础 (5～10 分 值 )

识记：机械装配的概念、内容；装配精度。

理解：装配精度与零件精度的关系；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及应用情况。

（三）机械加工精度 (20～30 分 值 )

识记：原始误差；工艺系统刚度；误差复映规律；系统性误差、随机误差；

工艺能力系数及判断；机械加工表面质量；表面物理机械性能。

理解：机床主轴和导轨的几何误差对加工精度的影响及为减小其影响采取的措

施；工艺系统受力变形引起的误差；误差复映规律对加工精度的影响分析；影响表

面粗糙度的工艺因素及其改善措施；。

综合应用：影响加工精度的综合分析

（四）机床夹具设计 (20～30 分 值 )

识记：夹具的组成及分类；六点定位原理；常见典型夹具特点、类型。

理解：限制工件自由度与加工要求的关系；完全定位、不完全定位、过定位、欠

定位的概念及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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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定位自由度分析。

四、考试方式及时间

考试方式和方法：闭卷考试。

考试时间：100 分钟。

五、考试题型结构及分值分布

名词解释题：15～20 分；填空题：25～30 分；问答题：25～30 ；

计算分析题：25～30 分

六、参考教材

1、《机械制造工艺学》何瑛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1 月第 1 版

2、《机械制造工艺学》第 3 版，王先逵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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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报考南华大学船山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升本”考生。

二、考试目的

本课程考试目的是旨在考察学生系统掌握常用机构和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

理、结构特点、维护和设计计算方法的程度；具有设计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

能力。

三、考试要求

本课程的考试要求是：应考者比较系统掌握常用机构和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

结构特点、维护和设计计算方法，初步具有设计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能力，

运用机械零部件标准、规范、手册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四、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绪论 (2～5 分值)

1、考试内容：①机器的组成；②机器、机构、构件、零件和部件的概念；

③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和设计步骤；④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发展方向。

2、考试要求： 掌握机器的组成；机器与机构的含义和区别；构件与零件的含

义和区别。了解机器和机械零件设计的基本要求。

（二）平面机构的自由度和速度分析 (5～10 分值)

1、考试内容：①运动副的含义；平面运动副的分类；②平面机构运动简图

中运动副和构件的表示符号和表示方法；③平面机构自由度的意义；机构具有确

定相对运动的条件；复合铰链、局部自由度、虚约束的形式。

2、考试要求：正确判断和处理复合铰链、局部自由度、虚约束，进行平面

机构自由度的计算，并能判断机构是否具有确定相对运动；理解速度瞬心的含义

和求法；能用速度瞬心法求简单平面机构的速度。

（三） 平面连杆机构 (5～10 分值)

1、考试内容：①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及其演化机构；②曲柄存在条件、急

回特性、压力角、传动角和死点位置；③平面四杆机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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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要求：正确判断平面四杆机构有无曲柄及其类型；利用作图法确定

平面四杆机构的极限位置、最小传动角以及死点位置；能计算平面四杆机构的极

位夹角、行程速比系数和最小传动角；能用作图法按给定的行程速比系数或连杆位

置进行平面四杆机构设计。

（四） 凸轮机构 (5～10 分值)

1、考试内容：①凸轮机构的组成和基本类型；②凸轮与从动件的相互运动

关系；凸轮的基圆、推程运动角、远休止角、回程运动角、近休止角和从动件的推

程、回程及动程的含义；③等速运动、等加速等减速运动和简谐运动的位移线图绘

制；④凸轮轮廓曲线的设计原理；直动从动件盘形凸轮机构的凸轮理论轮廓曲线和

实际轮廓曲线的设计；⑤凸轮机构压力角和基圆半径的关系；滚子半径的选择。

2、考试要求：了解：凸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理解：推杆的运动规律；凸

轮机构的压力角及自锁概念；盘形凸轮基本参数的确定；用图解法设计平面凸轮

的廓线。掌握：推杆常用运动规律的特点及选用原则;盘形凸轮廊线的设计方法

和基本尺寸的确定原则。

（五） 齿轮机构 (5～15 分值)

1、考试内容：①齿轮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②齿廓啮合基本定律的意

义；渐开线的形成和性质；渐开线齿轮传动特点；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

参数和几何尺寸计算；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连续传动条件和重

合度；标准中心距；③轮齿切齿原理和加工方法；根切现象及不产生根切时的最少

齿数；变位齿轮的概念；④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啮合特点；斜齿圆柱齿轮法面、端

面参数的换算及几何尺寸计算；正确啮合条件；当量齿数概念；⑤直齿锥齿轮传动

形式、啮合特点、背锥、当量齿轮的概念；

2、考试要求：了解：齿轮机构的分类及应用；变位齿轮的概念；斜齿圆柱

齿轮及直齿圆锥齿轮的特点和尺寸计算。理解：渐开线性质及其齿廓啮合特性；

渐开线齿轮的展成原理和根切、最少齿数和变位。 掌握：齿廓啮合基本定律；

渐开线直齿圆柱轮传动的啮合特性，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和几何尺寸的

计算；标准斜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及平行轴斜齿轮传动的啮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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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轮 系 (5～10 分值)

1、考试内容：①轮系的概念及轮系的类型；②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及首、

末轮转向关系的确定；③周转轮系及其传动比计算；④复合轮系中基本轮系的划

分方法；简单复合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2、考试要求：了解：轮系的分类、应用及其设计基本知识。掌握：定轴轮

系、周转轮系和复合轮系传动比的计算方法。

（七） 机械零件设计概论 (2～5 分值)

1、考试内容：①应力种类；许用应力、安全系数的概念；影响机械零件疲

劳强度的主要因素；②机械制造常用材料及选择。

2、考试要求：了解：机械设计的基本原则、设计程序；机械常用材料和制

造工艺性等。 理解：机械零件的设计步骤等。掌握：机械零件的载荷和应力的

分类；强度、疲劳强度等。

（八） 连 接 (5～15 分值)

1、考试内容：①螺纹和螺纹连接的类型、特点和应用；②螺纹连接的应力

分析和失效形式、强度计算；螺纹连接的结构设计；③键连接、花键连接、销连接

的类型、特点和应用；④键连接的受力分析、应力分析和失效形式；普通平键连接

的选择和校核计算。

2、考试要求：掌握：螺纹联接的主要类型；螺栓联接的拧紧和防松的原理

及实例；螺栓组联接的受力分析；单个螺栓的受力分析和强度计算；提高螺栓联接

强度的措施等。理解：花键联接的分类、定心方式和计算等。掌握：键连接的分

类和普通平键连接强度计算等。

（九） 齿轮传动 (10～20 分值)

1、考试内容：①轮齿失效形式的分析；防止齿轮产生各种失效的措施；齿

轮材料、热处理及齿面硬度的选择方法；②圆柱齿轮的受力分析；名义载荷与计算

载荷的含义和关系；影响载荷系数的因素；③圆柱齿轮传动的齿面接触强度、轮齿

弯曲强度计算；④设计圆柱齿轮时材料和参数的选取；⑤锥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图

及计算各分力；⑥ 齿轮结构型式的选择原则和设计的方法。

2、考试要求：了解：齿轮传动的特点；材料和热处理；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的强度计算；直齿圆锥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等。理解：齿轮传动的主要失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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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传动的计算准则；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等。掌握：圆柱齿轮传动、

圆锥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等。

（十） 蜗杆传动 (5～15 分值)

1、考试内容：①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中间平面的

含义；蜗杆分度圆直径取标准值的意义；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正确啮合条件、几何

尺寸计算；②普通圆柱蜗杆传动各分力的计算和方向的判别方法；蜗杆传动的主要

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蜗杆、蜗轮常用材料的选择原则和防止失效的方法； 接触疲

劳强度和弯曲疲劳强度计算；③蜗杆传动的效率计算；热平衡的计算及采用冷却

的措施；蜗杆、蜗轮的结构。

2、考试要求：了解：蜗杆传动的材料和结构；强度、挠度计算过程；效率、润

滑等。理解：蜗杆传动的分类、失效形式；滑动速度等。掌握：蜗杆传动的受力分

析、热平衡计算等。

（十一） 带传动 (5～15 分值)

1、考试内容：①带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和应用；普通 V 带的类型、结构

和标准型号；V 带的公称长度、节宽及相对高度、V 带轮的基准直径等概念；②

打滑条件；带传动的失效形式；紧边和松边拉力与有效圆周力的关系；影响带传动

能力的主要因素；带传动的打滑和弹性滑动现象、带传动的应力变化情况、最大应力

点出现位置及其最大应力值；③V 带传动中基本额定功率的意义；V 带传动中小带轮

直径、带速、中心距、小带轮包角和带根数的选择；V 带传动的设计；

2、考试要求：了解：带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和应用；带的分类；带和带轮

的结构；带传动的张紧和润滑等。理解：带传动的失效形式；V 带传动的设计以及各

传动参数的选择等。掌握：带传动的作用力和应力分析；弹性滑动和打滑等。

（十二） 轴 (5～15 分值)

1、考试内容：①转轴、心轴、传动轴的定义；轴的计算准则；轴上零件载

荷的简化方法；折算系数的含义；轴的结构设计应考虑的内容，正确进行轴的结

构设计；②轴在转距和弯矩作用下所受应力的变化特征；轴的失效形式；会用弯扭

合成法进行轴的强度校核。

2、考试要求：了解：轴的材料和热处理；轴的强度等。理解：轴的分类等。掌

握：轴的结构设计；提高轴的强度、刚度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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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滚动轴承 (5～15 分值)

1、考试内容：①滚动轴承各种类型的特性和应用；滚动轴承代号的含义；

滚动轴承类型的选择原则；②滚动轴承的受力分析、应力分析和失效形式；③滚动

轴承的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基本额定静载荷、当量动载荷的含义； 当量

动载荷的计算；滚动轴承的选择计算；④滚动轴承组合设计应考虑的问题。

五、考试方式及时间

闭卷笔试，100 分钟。

六、考试题型结构及分值分布

本课程考试的题型，一般有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分析计

算题、结构改错题 6 种类型。其中:

判断题：10～15 分；单项选择题：15～20 分；填空题: 15～20 分；

简答题：10～15 分；分析计算题：40～45 分；结构改错题: 10～15 分

七、参考教材：

《机械设计基础（第六版）》，杨可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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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报考南华大学船山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专升本”考生。

二、考试目的

《建筑材料》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一门理论与工程实践相

结合的专业必修课，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专业设计、施工

和科研工作提供合理选择和使用材料的基本知识。本课程主要学习常用建筑材料

的原材料、特性、技术性质、生产、应用和材料试验等基本理论及技术。常用建筑材

料有：水泥、混凝土、建筑钢材、沥青及其混合料、建筑砂浆、气硬性胶凝材料、墙

体材料、天然石材和木材等。

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主要建筑材料的性质、用途、制备和使用方法以及检测和

质量控制方法，并了解材料性质与材料结构的关系，以及性能改善的途径，重点

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主要建筑材料的性质与应用。

三、考试要求

掌握常用建筑材料尤其是水泥、混凝土、建筑钢材和沥青混合料的原材料、

特性、技术性质和应用，培养学生适用、耐久的材料品格以及强烈的质量意识和安

全意识；培养学生以基本记忆为起点，学会从纷繁复杂的知识中凝炼要点，把握事

物内在联系的普遍性方法。

掌握水泥、混凝土、建筑钢材、沥青及其混合料、天然石材和墙体材料等材料

主要技术性质的试验原理与测试技术，培养学生尊重标准（专家）但不迷信标准

（专家）的品格，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创新能力。

掌握水泥、混凝土、气硬性胶凝材料、建筑钢材、沥青及其混合料、天然石材

和墙体材料等材料的环境特性，树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四、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性质 (8～10 分 值 )

1. 考试内容：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物理性质，材料与水有关的性质，材料

的基本力学性质，了解材料与热有关的性质和材料耐久性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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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试要求：重点考核材料的密度、表观密度、堆积密度、孔隙率、空隙

率、吸水性、吸湿性、耐水性、抗渗性、抗冻性等基本概念及相关计算，材料常用

强度计算方法，影响材料强度的主要因素。

（二）天然石材 (1～2 分 值 )

1. 考试内容：天然石材的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花岗岩和大理石的主要特

性，建筑石材的选用原则，岩石的形成与分类，天然石材的工艺性质，其他岩石的

特性与应用。

2. 考试要求：重点考核天然石材的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特别是花岗岩和

大理石的主要特性，岩石特性与应用之间的关系。

（三）无机气硬性胶凝材料 (4～6 分 值 )

1. 考试内容：石膏、石灰、水玻璃等气硬性胶凝材料生产、水化硬化机理、

性质及主要用途。

2. 考试要求：重点考核气硬性胶凝材料的性质及主要用途。

（四）水泥 ( 15～25 分 值 )

1. 考试内容：通用硅酸盐水泥的熟料矿物及其特性、水化产物，通用硅酸

盐水泥的技术性质、性能与选用、主要性质的检测方法、水泥石腐蚀与防止，铝酸

盐水泥特性与应用。硅酸盐水泥的硬化机理，其他品种水泥的性质和使用特点。

2. 考试要求：本章是本门课考核重点之一。通过对本章的学习，掌握通用

硅酸盐水泥的熟料矿物及其特性、水化产物，通用硅酸盐水泥的技术性质、性能

与选用、主要性质的检测方法、水泥石腐蚀与防止，铝酸盐水泥特性与应用。了解

硅酸盐水泥的硬化机理，其他品种水泥的性质和使用特点。重点考核通用硅酸盐水泥

的熟料矿物及其特性、水化产物、性能及选用、技术要求及其检测方法、水泥石腐蚀

与防止。

学习提示：通用硅酸盐水泥可按“原材料—熟料矿物及其特性—水化硬化—

水化产物—水泥石结构—技术性质—水泥石腐蚀与防止”这一主线来学习。通用

硅酸盐水泥根据特性相近性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硅酸盐水泥和普通水

泥，第二部分是矿渣水泥、粉煤灰水泥、火山灰水泥和复合水泥。水泥的特性决定

了其适用条件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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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混凝土 ( 35～45 分 值 )

1. 考试内容：混凝土组成材料的性质与技术要求，混凝土拌和物的性质及

其测定和调整方法，硬化混凝土的力学性质、变形性质、耐久性质、以及影响上

述性质的因素，普通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要求与方法，掺减水剂普通混凝土配合比

设计方法，粉煤灰混凝土的基本性质，轻骨料混凝土的基本性质，其他混凝土的配

制原理与性能，混凝土技术的新进展及其发展趋势。

2. 考试要求：掌握混凝土组成材料的性质与技术要求，混凝土拌和物的性

质及其测定和调整方法，硬化混凝土的力学性质、变形性质、耐久性质、以及影

响上述性质的因素，普通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要求与方法；理解掺减水剂普通混

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粉煤灰混凝土的基本性质，轻骨料混凝土的基本性质；了

解其他混凝土的配制原理与性能，混凝土技术的新进展及其发展趋势。

重点考核普通混凝土的和易性、强度、变形和耐久性等性质和普通混凝土配

合比设计。掌握粉煤灰混凝土的基本特性，适当了解混凝土技术的新进展及其发展

趋势。

学习提示：本章学习以普通混凝土为基础，按“原材料—硬化前的性能（和

易性）—硬化后的性能（强度，变形性能、耐久性）—质量波动与配制强度—配

合比设计——质量控制与评定”这一主线来学习。配合比设计是本章的重点，首

先让掌握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要求与方法，然后学习掺外加剂、粉煤灰等混凝

土的配合比设计方法。

（六）建筑砂浆 ( 1～2 分 值 )

1. 考试内容：砌筑砂浆的性质、组成、检测方法及其配比设计方法。了解

抹面砂浆和其他砂浆的主要品种性能要求及其配制方法。

2. 考试要求：重点考核砌筑砂浆的性质及配比设计方法。

（七）建筑钢材 ( 6～8 分 值 )

1. 考试内容：建筑钢材的抗拉性能、冲击韧性、疲劳性能和冷弯性能，建

筑钢材的拉伸试验；建筑钢材的强化机理及强化方法，土木工程中常用建筑钢材

的分类及其选用原则，化学成分对钢材性能的影响，钢材的防腐蚀；钢材的冶炼

及分类，钢材的硬度概念。

2. 考试要求：重点考核建筑钢材的抗拉性能、冲击韧性、疲劳性能和冷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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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建筑钢材的拉伸试验，钢材冷加工强化与时效处理的机理，钢的化学成分对

钢材性能的影响，钢筋混凝土中钢筋锈蚀。掌握 A（伸长率），A11.3（伸长率）、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又称条件屈服强度）和 Q235AF（钢材牌号）等常用符

号的含义，掌握偏析、脱氧程度、屈强比、伸长率、冲击韧性、冷加工强化和时效

处理等概念。

学习提示：钢材的性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力学性能（抗拉性能、冲击韧

性、疲劳强度和硬度等，二是工艺性能（冷弯性能、焊接性能、热处理性能等），钢

材上述性能实质上是反映钢材的强度、塑性和 缺陷等特性。学习时应掌握述三

个特性对应的性能指标，例如，能反应钢材塑性的指标有伸长率、断面收缩率、冷弯、

冲击韧性、表面硬度，反应钢材强度的指标有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疲劳强度等，

能反应钢材缺陷的指标有冲击韧性、冷弯和疲劳强度等。

（八）墙体材料 （1～2 分值）

1. 考试内容：烧结普通砖的主要性质与应用，烧结多孔砖和烧结空心砖的

主要性质与应用，蒸压蒸养砖（灰砂砖，粉煤灰砖和炉渣砖）的性质与应用，砌

块（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轻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和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性质与

应用。

2. 考试要求：重点考核烧结普通砖的性质与应用特点，二四墙、三七墙等

常墙体的砖数量的计算。

学习提示：烧结普通砖是我国传统的墙体材料，使用量大面广，具有原料广泛，

生产工艺简单，有一定的强度、有良好的绝热性、透性气、耐久性和热稳定性等优

点；但存在自重大，尺寸小，施工效率低，抗震能力差，生产对土地资源以及能源

消耗巨大等缺点。为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建筑节能等，粘土砖已逐步限制使用，

并最终淘汰，代之以空心砖、工业废渣砖、砌块及轻质板材等， 建筑砌块化已成为

一种发展趋势。

（九）沥青及沥青混合料 （4～6 分值）

1. 考试内容：石油沥青的组成与结构，石油沥青主要技术性质（粘滞性、

塑性和温度敏感性），沥青的掺配，沥青混合料的概念，沥青混合料的组成结构，

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石油沥青的技术标准，煤沥青的技术性质，改性沥青

（SBS、APP）的特点，沥青混合料的技术性质和技术标准，沥青混合料组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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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性质。

2. 考试要求：重点考核石油沥青材料的基本组成（油分、树脂和沥青质）

与结构，石油沥青技术性质（粘滞性、塑性和温度敏感性），石油沥青牌号划分

方法，沥青的掺配，三种典型沥青混合料的特性，矿粉表面的沥青结构与沥青混合

料特性之间的关系 （矿粉由“结构沥青”联结时，沥青混合料粘聚力大；矿粉

由“自由沥青”联结时，沥青混合料粘聚力小），矿料的性质与沥青混合料特性

之间的关系「碱性矿料（如石灰石、粉煤灰、普通水泥）与石油沥青之间的粘结

力大于酸性矿料（如石英石）与石油沥青之间的粘结力，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图解法）。

（十）木材 （1～2 分值）
1. 考试内容：木材的主要性质，木材的分类与构造，土木工程中常用木材

及木质材料制品，木材的防腐与防火。

2. 考试要求：重点考核木材的纤维饱和点，木材的力学性能。

学习提示：纤维饱和点是木材诸多性质发生变化的转折点。①湿胀干缩性：

含水率在纤维饱和点以上变化时，木材的外观体积不发生变化；含水率在纤维饱

和点以下变化时，含水率增大产生膨胀，含水率降低产生收缩。 ②力学性能：

含水率在纤维饱和点以上变化时，木材的强度不发生变化；含水率在纤维饱和点以

下变化时，含水率增大强度降低，含水率降低强度增大。

（十一）常用土木工程材料试验 （8～10 分值）
1. 考试内容：水泥标准稠度、凝结时间、安定性和胶砂强度试验，砂石料

筛分析试验和表观密度试验，普通混凝土拌合物坍落度检测方法，混凝土配合比

调整方法，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钢筋拉伸试验和冷弯试验；水泥密度试验，

水泥细度测定，建筑砂浆试验，墙体材料试验，沥青材料试验，沥青混合料试验。

2. 考试要求：重点考核水泥胶砂强度评定方法，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评

定方法，钢筋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伸长率的评定方法，这些评定方法是本门课的

重点。

五、考试方式及时间
闭卷笔试，100 分钟。

六、考试题型结构及分值分布
填空题 10 分；选择题 20 分；简答题 55 分；计算题 15 分。

七、参考教材

《土木工程材料》（第二版），柯国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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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施工》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报考南华大学船山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专升本”考生。

二、考试目的

考试目的是了解学生对本课程的理解程度、掌握情况及教师的教授情况。

三、考试要求

本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岩土工程方向）的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主要

专业课，该课程要求掌握和了解土木工程施工的工艺过程、施工方法、施工技术、施

工机械的选择、工程材料的加工、劳动力的组织、施工现场管理、场地平面布置以

及施工各阶段的相互关系。

四、考试内容与要求

第一章： 绪 言 2 分值

1、考试内容： ①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学习方法 ②

我国土木施工发展概况 ③ 施工规范与施工规程（规定）

2、考试要求：了解该课程的研究对象及学习方法，了解施工规范与施工规程。

第二章：土石方工程 10～15 分值

1、考试内容：①场地设计标高的确定及土方计算 ②土方工程的准备与辅

助工作 ③土方工程的机械化施工 ④土方的填筑与压实

2、考试要求：掌握土的特性；掌握场地平整施工中的竖向规划、土方量计

算和施工；掌握基坑开挖施工中的降低地下水位方法，边坡稳定及支护结构设计方

法的基本原理；掌握填土压实的要求和方法；

第三章：地基与基础工程 3～10 分值

1、考试内容： ①钢筋混凝土预制锤击法施工 ②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

灌注桩施工。

2、考试要求：掌握锤击沉桩施工的全过程和施工要点；掌握泥浆护壁成孔

灌注桩和干作业成孔灌注桩的施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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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砌筑工程 3～10 分值

1. 考试内容： ①砌体材料 ②脚手架及垂直运输 ③砌体施工工艺

及质量 ④砌体冬季施工。

2、考试要求：掌握脚手架的基本要求；掌握砖砌体施工工艺、质量要求及

保证质量的技术措施；熟悉砌体冬季施工方法。

第五章：混凝土结构工程 10～20 分值

1. 考试内容：①混凝土结构概述 ②钢筋工程 ③模板工程 ④混

凝土工程

2、考试要求：掌握对模板系统的基本要求；掌握模板的设计方法；掌握混

凝土施工工艺原理和施工方法、施工配料、质量检验和评定方法；掌握钢筋连接

工艺及钢筋配料、代换的计算方法。

第六章：预应力混凝土工程 3～5 分值

1. 考试内容：①先张法施工 ②后张法施工

2、考试要求：熟悉先张法、后张法的施工工艺及预应力值的建立传递原理；

掌握预应力张拉力的计算；正确计算预应力筋的下料长度；熟悉无粘结预应力技术。

第七章：结构安装工程 3～5 分值

1. 考试内容：①起重机械 ②单层工业厂房结构安装 ③装配式框架

结构吊装 ④大跨度结构吊装

2、考试要求：掌握柱、屋架等主要构件的绑扎、吊升、就位、临时固定、

校正、最后固定方法；熟悉结构吊装方案；掌握钢结构吊装的一般方法。

第八章：防水工程 3～5 分值

1. 考试内容：①屋面防水工程 ②地下防水工程

2、考试要求：掌握卷材防水屋面、涂膜防水屋面和刚性防水屋面的施工要

点及质量标准；掌握普通防水混凝土的施工要点。

第九章：装饰工程 5～10 分值

1. 考试内容：①抹灰工程 ②饰面工程 ③裱糊工程 ④涂料工程

2、考试要求：掌握抹灰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掌握装饰抹灰面层的常用做

法；掌握板块饰面、裱糊的施工工艺和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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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道路桥梁工程 3～5 分值

1. 考试内容：①路基施工 ②路面施工 ③常见桥梁施工

2、考试要求：掌握沥青混凝土路面，沥青碎石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构

造及施工要求；掌握转体施工中的平面转体和竖向转体方法。

第十一章：施工组织概论 3～5 分值

1. 考试内容：①工程项目施工组织原则 ②施工组织设计准备工作 ③

施工组织设计编制

2、考试要求：掌握施工组织原则；熟悉掌握施工准备工作的内容和方法；

掌握施工组织设计的分类和内容。

第十二章：流水施工原理 10～15 分值

1. 考试内容： ①流水施工的基本概念 ②流水施工参数 ③流水施工组

织方式

2、考试要求：掌握流水施工的基本原理和编制方法。

第十三章：网络计划技术 10～15 分值

1. 考试内容：①网络计划的基本概念 ②网络图的组成 ③网络图的绘制

方法④网络计划时间参数的计算

2、考试要求：掌握网络计划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掌握网络计划时间参

数的计算方法；掌握双代号、单代号网络计划的编制方法。

第十四章：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5～10 分值

1. 考试内容：①施工方案的选择 ②单位工程施工进度计划与资源需要量

计划 ③施工平面图设计

2、考试要求：掌握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方法。

五、考试方式及时间

闭卷笔试，100 分钟。

六、考试题型结构及分值分布

填空题 30 分；选择题 10 分；简答题 30 分；计算题 30 分

七、参考教材

《土木工程施工》李珠主编，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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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报考南华大学船山学院护理学专业的“专升本”考生。

二、考试目的

考查学生对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护理实践技能的掌握情况。

三、考试要求

要求掌握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熟悉常见护理实践技能。

四、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医院和住院环境 (2～3 分值)

1、考试内容：医院环境的特点、分类及调控；病人床单位的准备；常用的

力学原理和人体力学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2、考试要求：熟悉医院物理环境的调控要求和措施；掌握各种铺床术的内

容；熟悉杠杆三定律及其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二）入院和出院护理 (5～10 分值)

1、考试内容：入院程序；病人进入病区后的初步护理；分级护理；变换卧

位法；轮椅运送法、平车运送法；病人出院前和当日的护理。

2、考试要求：熟悉病人入院和出院过程中护理工作的目的、主要内容；能

根据病人情况判断护理级别；能采用平车、轮椅护送病人。

（三）舒适与安全 (8～12 分值)

1、考试内容：引起不舒适的原因；舒适护理的原则；活动受限的原因及对

机体的影响；病人活动的评估；协助病人活动；舒适卧位的基本要求；卧位的分类；

常用卧位；疼痛的概念、原因和分类；疼痛对个体的影响；影响疼痛的因素； 疼痛的

护理评估和护理措施；影响病人安全的因素；病人安全需要的评估；医院常见的不

安全因素及防范；保护病人安全的措施。

2、考试要求：了解干扰病人舒适的因素；掌握影响休息与睡眠的因素、各

种睡眠失调的临床表现及护理措施；掌握导致活动受限的原因及对病人的影响；

掌握疼痛的常见原因和影响因素；掌握疼痛的性质特点；掌握影响病人安全的因



25

素和医院常见的不安全因素；能准确评估病人疼痛的程度，并提供恰当的护理措

施；熟悉促进病人活动的护理措施；熟悉睡眠周期的构成及各阶段的主要特征；

熟悉各种卧位的适用范围；熟悉保护具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原则。

（四）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10～15 分值)

1、考试内容：医院感染的概念与分类；医院感染发生的原因、条件、预防

与控制；消毒灭菌的方法；医院清洁、消毒、灭菌工作；洗手、卫生手和外科手消

毒；无菌技术基本操作方法；隔离种类及措施；隔离技术基本操作方法。

2、考试要求：掌握常用的物理消毒灭菌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掌握化学消

毒灭菌方法和化学消毒剂的分类与使用原则；掌握无菌技术操作原则和隔离原

则；掌握并能完成常用无菌技术操作；熟悉引发医院感染的主要因素；熟悉医院日

常消毒灭菌工作的内容和方法；熟悉医院用品危险性分类及选择消毒灭菌方法的

原则；熟悉戴口罩、卫生洗手、手消毒、穿脱隔离衣技术；了解隔离种类以及预防

措施。

（五）清洁护理 (5～10 分值)

1、考试内容：口腔的评估和清洁护理；头发的评估和清洁护理；皮肤的评

估和清洁护理；晨间护理和晚间护理；压疮各期的临床表现，发生原因、危险因

素及易发部位、高危人群及预防措施、治疗和护理重点。

2、考试要求：掌握并能为病人进行背部护理、床上擦浴、口腔护理、头发

护理、卧有病人床更换床单、晨晚间护理；熟悉口腔护理、皮肤护理和头发护理的

目的、评估要点及操作注意事项；了解常用漱口液及其临床作用；掌握压疮各期的

临床表现、治疗和护理重点；熟悉压疮概、发生原因及易发部位；熟悉压疮的高

危人群及预防措施。

（六）生命体征的观察与护理 (5～10 分 值 )

1、考试内容：正常体温及生理变化；异常体温的评估及护理；体温的测量；

正常脉搏及生理变化；异常脉搏的评估及护理；脉搏的测量；正常呼吸及生理变化；

异常呼吸的评估及护理；呼吸的测量；促进呼吸功能的护理技术；正常血压及生理

变化；异常血压的评估及护理；血压的测量。

2、考试要求：掌握影响体温、脉搏、呼吸、血压测量的因素，能为不同患

者正确测量生命体征；掌握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的异常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护

理措施；掌握体温异常患者的护理措施；掌握高血压、低血压、速脉、缓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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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程度的划分标准；掌握影响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的因素和各种异常情况的

常见原因；掌握各种给氧方法、特点和适用范围；熟悉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的评

估内容；熟悉用氧安全的注意事项、氧疗的副作用及预防方法；了解体温、脉搏、呼

吸、血压的正常值范围和生理性变化；了解缺氧的类型、程度和给氧的适应证；正

确换算氧浓度、氧流量；正确实施吸痰术、给氧法；能正确协助患者进行呼吸训练

和排痰。

（七）饮食护理 (3～5 分值)

1、考试内容：基本饮食；治疗饮食；试验饮食；病区的饮食管理；营养的

评估；病人的饮食护理；胃肠内营养；胃肠外营养。

2、考试要求：掌握胃插管术的主要内容；掌握患者饮食过程中的护理措施；

熟悉鼻饲术的适应证、禁忌证、操作过程及要点；熟悉医院饮食的类别、各类饮食

的主要种类和适用范围；熟悉特殊饮食的适应证、禁忌证、使用方法和护理要点；

了解营养评估的方法。

（八）排泄护理 (5～10 分值)

1、考试内容：与排尿有关的解剖与生理；与排便有关的解剖与生理；排便

的评估；排便异常的护理；与排便有关的护理技术；排尿异常的护理；与排尿有关

的护理技术。

2、考试要求：掌握异常排便、排尿活动和异常粪便、尿液的评估；掌握引

起便秘、粪便嵌塞、腹泻、排便失禁、肠胀气原因和护理措施；掌握引起尿潴留、尿

失禁的原因和护理措施；掌握影响患者排泄的因素和有关排泄的健康教育计划；

能正确指导患者排便、排尿功能训练；掌握灌肠术、导尿术的适应症、操作方法及

注意事项。

（九）药物疗法与过敏试验法 (10～15 分值)

1、考试内容：药物的种类、领取和保管；给药的原则、途径、次数与时间；

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口服给药法；注射原则；注射前准备；常用注射法；常用雾

化吸入法；青霉素、头孢菌素类、碘剂、链霉素过敏试验及过敏反应的处理； 破

伤风抗毒素过敏试验及脱敏注射法；局部给药。

2、考试要求：掌握注射原则，各种注射术的定义、目的、常用部位及定位

方法；掌握青霉素过敏性休克的临床表现和急救措施；掌握各种注射术的操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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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能正确配制青霉素皮内试验液；掌握常用过敏试验液的配制浓度、注入剂量和

试验结果判断；熟悉各种局部给药的目的和方法；熟悉青霉素过敏反应的原因和预防

措施；熟悉常用药物的种类及常用医嘱的外文缩写；熟悉不同药物的保管； 熟悉不同

口服药物的注意事项；熟悉静脉注射失败的常见原因；为患者正确实施雾化吸入术；

正确完成摆药、发药操作；了解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了解给药原则和给药评估的

内容；了解破伤风抗毒素脱敏注射的原理和方法；了解超声雾化吸入术和氧气雾化吸

入术的使用范围和方法。

（十）静脉输液和输血 (5～10 分值)

1、考试内容：静脉输液的原理、目的、常用溶液及作用；常用输液部位；

常用静脉输液法；输液速度及时间的计算；常见输液故障及排除方法；常见输液

反应及护理；输液微粒污染；静脉输血的目的及原则；血液制品的种类；静脉输

血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血型及交叉配血试验；静脉输血的方法；常见输血反应及

防护。

2、考试要求：掌握周围静脉输液术的内容，能完成密闭式静脉输液术操作；

掌握常见的输液和输血反应；能正确处理输液中的常见故障；能正确计算输液速度

和时间；熟悉间接静脉输血术的操作；熟悉输液微粒污染及防护措施；熟悉成分输

血的特点；了解静脉输液的目的、常用溶液的种类及作用；了解静脉输血的目的和适

应证；了解输血前评估与准备；了解临床补液与输血原则。

（十一）冷热疗法 (3～5 分值)

1、考试内容：冷疗法的概念和效应；热疗法的概念和效应；影响冷、热疗

法效果的因素；冷疗法的应用；热疗法的应用。

2、考试要求：掌握用热术、用冷术后身体出现的反应及其治疗作用；掌握

影响用热术、用冷术的因素，正确完成常用用热术、用冷术；熟悉用热术、用冷术

的禁忌。

（十二）标本采集 (2～3 分值)

1、考试内容：采集标本的意义和原则；常用标本（血液、尿、粪便、痰、

咽拭子、呕吐物）采集的目的和采集方法。

2、考试要求：掌握标本采集的原则；采集血液、尿、粪便、痰、咽拭子、

呕吐物标本的目的、要求及注意事项；熟悉常用尿标本防腐剂的作用、用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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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采集血液、尿、粪便、痰、咽拭子、呕吐物标本。

（十三）病情观察和危重病人的抢救技术 (5～10 分值)

1、考试内容：病情观察的概念及意义；病情观察的方法和内容；抢救工作

的组织管理与抢救设备管理；危重症病人的护理；心肺复苏技术；洗胃法。

2、考试要求：掌握基础生命支持技术操作的内容和注意事项，能为模拟患

者实施基础生命支持技术操作；掌握心搏骤停的判定依据；掌握常见毒物中毒患

者的临床表现，能正确选择洗胃液并实施洗胃术；熟悉抢救室的设备与常用抢救药

物的种类；了解洗胃的目的、适应证及禁忌证；了解病情观察的主要内容。

（十四）临终病人的护理 (3～5 分值)

1、考试内容：临终关怀的概念、意义和发展；临终关怀的理念和组织形式；

濒死与死亡的定义；死亡的标准；死亡过程的分期；临终病人的生理评估及护理； 临

终病人的心理评估及护理；临终病人家属的护理；尸体护理。

2、考试要求：掌握临终患者的生理变化及护理要点；掌握临终患者及家属

的心理反应分期及护理措施；掌握死亡过程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性表现；熟悉死

亡的评价标准；熟悉临终期患者及家属的临终关怀内容；熟悉尸体护理技术；了

解临终关怀的意义和基本原则。

（十五）医疗与护理文件记录 (3～5 分值)

1、考试内容：医疗与护理文件的记录；医疗与护理文件的管理；常见医疗

与护理文件的书写：体温单、医嘱单、出入液量记录单、特别护理记录单、病区

交班报告、护理病历。

2、考试要求：掌握长期医嘱、临时医嘱与备用医嘱的不同点；掌握病室交

班报告和特别护理记录单的书写要求；熟悉医疗护理文件记录的意义；熟悉医嘱

处理的基本原则；熟悉体温单的绘制；熟悉患者出入液量记录的内容及要求；了

解医疗和护理文件的记录和管理要求。

五、考试方式及时间

闭卷笔试，100 分钟

六、考试题型结构及分值分布

选择题 100 个，共 100 分（包含 A1、A2、A3/A4 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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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护理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报考南华大学船山学院护理学专业的“专升本”考生。

二、考试目的

考查学生对内科各系统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

查、诊断治疗要点、护理原则与专科护理措施、健康指导等的掌握与了解情况。

三、考试要求

要求掌握内科常见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血液系统、

神经系统、内分泌与代谢疾病及风湿性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要点、护理原则

与专科护理措施及健康指导等；熟悉及了解疾病的发病特点、实验室及其他检查、预

防等知识。

四、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呼吸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5～20 分 值 )

1、考试内容：

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

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考试要求：

（1）呼吸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掌握咳嗽与咳痰、肺源性呼吸困难的评估要点及常用的护理诊断/问题、护

理措施；了解咯血、胸痛的评估要点。

（2）肺部感染性疾病

掌握肺炎球菌肺炎的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指导；了解肺炎

球菌肺炎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要点；了解社区性肺炎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的定

义；了解肺炎的分类、病因、发病机制。

（3）支气管扩张

掌握支气管扩张的临床表现、护理诊断/问题、相应的护理措施及健康指导；

了解支气管扩张的概念、病因及发病机制、实验室及其他检查结果、诊断要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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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要点。

（4）肺结核

掌握肺结核概念、病因、分型、临床表现、治疗（常用抗结核药物及副作用，

化疗原则、方案、疗程及用法）、护理要点、健康指导；了解发病机制及检查与

预防。

（5）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掌握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表现、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健康

指导；了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及

治疗要点。

（6）支气管哮喘

掌握支气管哮喘的概念、临床表现、护理评估、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

措施和健康指导；了解支气管哮喘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和治疗要点。

（7）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掌握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临床表现、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健康

指导；了解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及

治疗要点。

（8）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掌握肺癌的临床表现、护理诊断/问题和护理措施；了解肺癌的病因与发病

机制、病理分类、诊断要点及治疗要点、实验室及其他检查结果、健康指导。

（9）呼吸衰竭和急性呼吸综合征

掌握呼吸衰竭的概念与分类、临床表现及治疗要点、主要护理诊断/问题及

护理措施；了解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病因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要点。

（二）循环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5～20 分 值 )

1、考试内容：

常见循环系统疾病病人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考试要求：

（1） 循环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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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心源性呼吸困难、水肿的特点及护理；了解胸痛、心悸、晕厥的原因及

表现。

（2） 心力衰竭

掌握心力衰竭的概念、病因、临床表现、心功能分级、评估重点、主要护理

问题及护理措施、急性肺水肿的抢救配合与护理；了解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诊

断要点、有关检查及治疗要点。

（3） 心律失常

掌握心律失常的概念、常见心律失常的概念、病因、临床表现及治疗要点、

心电图特点、心律失常病人的护理；了解心律失常的分类、发生机制。

（4） 心脏瓣膜病

掌握心脏瓣膜病的概念、心脏瓣膜病病人的护理要点，了解心脏瓣膜病的病

因、解剖及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有关检查及治疗。

（5）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掌握冠心病的概念，心绞痛的概念，心绞痛的临床表现、主要护理诊断/问

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指导内容，心肌梗死的概念、临床表现、心肌梗死的护理评估、

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指导内容；了解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的分型

及易患因素，心绞痛的分型，心绞痛、心肌梗死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检查诊断要

点和治疗要点。

（6） 原发性高血压

掌握原发性高血压的概念、临床表现、相关检查和治疗要点、高血压病人主要

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指导内容；了解高血压分类，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发病

机制和诊断要点。

（7） 心肌病

掌握肥厚性心肌病病人胸痛的护理措施；了解心肌病的分类、病因、临床表

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和治疗要点、健康指导。

（三） 消化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5～20 分 值 )

1、考试内容：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病人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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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要求：

（1） 消化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掌握恶心与呕吐、腹痛、腹泻的护理；了解便秘、黄疸的护理。

（2） 消化性溃疡

掌握消化性溃疡概念、临床表现、有关检查、诊断、治疗要点、护理评估，

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计划及评价、健康指导；了解消化性溃疡病因及发病

机制。

（3） 胃癌

掌握胃癌的护理措施及健康指导；了解胃癌的临床表现；了解胃癌的病因与

发病机制、实验室及其他检查的临床意义、治疗要点。

（4） 溃疡性结肠炎

掌握溃疡性结肠炎的护理措施和健康指导；了解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因与发病

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的临床意义、治疗要点。

（5） 肝硬化

掌握肝硬化失代偿期的临床表现、并发症、主要护理诊断/问题和目标、护

理措施及依据、健康指导；了解肝硬化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及治疗要点。

（6） 原发性肝癌

掌握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表现、常用护理诊断/问题及措施；了解原发性肝癌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和治疗要点。

（7） 肝性脑病

掌握肝性脑病的概念、临床表现、常用护理诊断/问题和措施及依据；了解

肝性脑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治疗要点、健康指导。

（8） 急性胰腺炎

掌握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表现、常用护理诊断/问题及措施；了解急性胰腺炎

的概念、病理分型、病因、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治疗要点、健康指导。

（9） 上消化道大量出血

掌握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概念、临床表现、护理评估、常用护理诊断/问题、

措施及依据；了解上消化道大出血的病因、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治疗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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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指导。

（四）泌尿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0～15 分 值 )

1、考试内容：

常见泌尿系统疾病病人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考试要求：

（1） 泌尿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掌握肾源性水肿的类型、发生机制、评估要点及护理；掌握尿路刺激征的概

念、病因、临床表现、评估要点及护理；了解肾性高血压、各类尿异常和肾区痛的

概念、病因和发病机制及其临床表现。

（2） 肾小球肾炎

掌握慢性肾小球肾炎病人的临床表现和尿液检查、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

理措施和健康指导；了解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

要点。

（3） 肾病综合征

掌握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病人的临床表现、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和

健康指导的主要内容；了解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的病因、发病机制、常见病理类型、检

查、诊断和治疗要点。

（4） 慢性肾衰竭

掌握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表现、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和健康指

导；了解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有关检查和诊断治疗要点。

（五）血液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0～15 分 值 )

1、考试内容：

常见血液系统疾病病人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考试要求：

（1） 血液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掌握血液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和体征、骨关节疼痛及出血或出血倾向病人

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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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贫血

掌握贫血的概念和临床表现、缺铁性贫血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表现、主

要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和健康指导；了解缺铁性贫血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因和发

病机制、相关检查和诊断治疗要点。

（3）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掌握急慢性型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临床表现的异同点、常用护理问题、

护理措施和健康指导；了解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诊断要点、

有关检查和治疗要点。

（4） 白血病

掌握急性白血病病人的临床表现、护理评估、常见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依据、

健康指导；掌握急性白血病的常用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及预防护理措施；了解急性

白血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分类、常用实验室检查；了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临床

表现、有关检查、诊断和治疗要点、常用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依据、健康指导。

（六） 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病人的护理 (5～10 分 值 )

1、考试内容：

常见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病人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

检查、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考试要求：

（1）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掌握甲亢病人的主要诱因、临床表现、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和健康指

导；了解甲亢病因和发病机制、实验室检查、药物治疗要点、浸润性突眼的防治及

护理。

（2） 糖尿病

掌握糖尿病的概念、临床表现、诊断标准、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计划、

护理措施、评价和健康指导；掌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诱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

及抢救措施、低血糖的诱因、临床表现及处理措施、糖尿病药物治疗常见不良反应

及处理措施；了解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区别；了

解糖尿病病人饮食疗法的作用、原则和方法，运动疗法的目的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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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糖尿病常见的急性和慢性并发症；了解糖尿病的分类、病因与发病机制、实

验室及其他检查。

（七） 风湿性疾病病人的护理 (5～10 分 值 )

1、考试内容：

常见风湿性疾病病人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

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考试要求：

（1）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掌握 SLE 的病因、临床表现、免疫学检查、常用护理诊断/问题及措施、健

康指导；了解 SLE 的发病机制、病理、诊断、治疗要点。

（2） 类风湿关节炎

掌握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表现、病理改变、常用护理诊断/问题及护理措施、

健康指导；了解类风湿关节炎的概念、病因与发病机制、实验室检查、诊断及治疗

要点。

（八） 神经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0～15 分 值 )

1、考试内容：

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病人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考试要求：

（1） 神经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掌握头痛、意识障碍、言语障碍、运动障碍、感觉障碍的概念、评估要点、

主要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了解头痛、意识障碍、言语障碍、运动障碍、

感觉障碍的临床表现。

（2） 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

掌握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病人的护理诊断/问题、护理措施和

健康指导；了解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病人的病因与发病机制、临床表

现与治疗要点。

（3） 脑血管疾病

掌握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的基本病因和危险因素、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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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救治原则、主要护理措施和健康指导；了解脑血管病的分类、脑部血液供应的

特点和 Willis 环的意义。

（4） 帕金森病

掌握帕金森病的临床表现、主要护理措施；了解帕金森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

和健康指导。

（5） 癫痫

掌握强直-阵挛发作和癫痫持续状态的临床类型、临床表现、紧急处理、护

理措施；了解癫痫大发作的病因与发病机制、EEG 检查的意义与护理配合和健康

指导。

五、考试方式及时间

闭卷笔试，100 分钟。

六、考试题型结构及分值分布

选择题 100 个，共 100 分（包含 A1、A2、A3/A4 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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