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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专业专升本《口腔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内容及要求

《口腔综合》考试包含《牙体牙髓病学》和《系统解剖学》两部分内容：

（一）牙体牙髓病学部分：

第一篇 龋病学

第一章 概述

1.掌握龋病的定义和特征和龋病的好发部位

2.熟悉现代人龋病流行情况、龋病流行趋势

3.了解龋病的历史、龋病学的研究内容

第二章 病因及发病过程

1.掌握与龋病发病关系密切的微生物及其致龋特征

2.熟悉牙菌斑的形成过程

3.了解龋病发病机制

第三章 临床表现与诊断

1.掌握龋病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和诊断标准

2.熟悉龋病的临床分类

3.了解龋病的病理过程

第四章 龋病治疗计划

1.掌握牙体非手术治疗方法，深龋、根面龋的治疗以及牙体修复与材料选择的原则

2.熟悉窝沟的分类和结构

3.了解牙体修复治疗的生物学基础

第二篇 牙本硬组织非龋性疾病

1.掌握氟牙症的定义、病因、临床表现、预防和治疗

2.掌握四环素牙的定义、病因、临床表现、预防和治疗

3.掌握牙釉质发育不全的定义、病因、临床表现、预防和治疗

4.掌握畸形中央尖的定义、病因、临床表现和治疗

5.掌握牙外伤的定义、分类、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6.熟悉牙慢性损伤的分类、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7.了解牙本质发育不全的定义、病因、临床表现和治疗

第三篇 牙体疾病的治疗与修复

第九章 牙体修复治疗术

1.掌握牙体修复治疗术的定义；复合树脂直接修复术的适应证和优缺点；牙髓牙本质复合体

的生物学基础

2. 熟悉牙体直接修复治疗术的疗效与评价；

3. 了解牙体修复治疗术的发展和趋势。

第十章 牙体预备与银汞合金充填

1.掌握窝洞预备的基本原则、基本步骤

2.掌握龋病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的问题及处理

3.熟悉各类窝洞的预备要点

4.熟悉银汞合金充填术的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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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银汞合金的调制；汞污染及预防

第十一章 牙体修复材料及粘结材料的应用基础

1.掌握酸蚀刻技术、玷污层、酸蚀–冲洗粘接系统、自酸蚀粘接系统的概念；牙釉质、牙本

质的粘接机制；牙本质粘接系统的分类和临床选择。

2.熟悉复合树脂的分类、性能与临床应用；玻璃离子水门汀的性能与临床应用。

3.了解牙色材料的特点及应用；复合树脂的组成；玻璃离子水门汀的分类；牙体粘接材料的

发展过程。

第十二章 牙体缺损的粘结修复

1.掌握复合树脂直接修复术的适应症、禁忌症和优缺点；牙本质粘结系统的分型、机制和临

床选择；复合树脂直接修复的临床操作步骤；前牙Ⅲ类洞的复合树脂直接修复；后牙Ⅰ、Ⅱ类洞

复合树脂直接修复

2.熟悉釉质粘结系统及其机制；复合树脂的材料性能及其影响因素；玻璃离子、复合体等材

料的临床应用；前牙Ⅳ类洞复合树脂直接修复；后牙复合树脂直接修复失败的原因

3.了解牙体粘结的发展过程；牙体修复材料复合树脂、玻璃离子体积复合体的性能

第十三章 深龋治疗与盖髓术

1.掌握深龋治疗的原则及盖髓术的适应证。

2.熟悉间接盖髓术和直接盖髓术的操作步骤。

3.了解盖髓术的原理。

第四篇 牙髓根尖周病

第十四章 牙髓及根尖病治疗的生物学基础

1.掌握牙髓的形态学特点和成牙本质细胞结构特点

2.熟悉牙髓的功能及牙髓感觉神经纤维的特点

3.了解牙髓增龄性变化和牙骨质的生理学特点

第十五章 牙髓及根尖周病病因及发病机制

1.掌握细菌因素在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的发病中的作用及机制；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的感染途径

2.熟悉细菌因素的致病机制及宿主的反应

3.了解物理、化学、免疫因素的作用

第十六章 牙髓病的临床表现及诊断

1.掌握各型牙髓病的临床诊断术语、临床表现、诊断要点；牙髓炎的诊断程序和鉴别诊断思

路

2.熟悉牙髓的各种病理变化和分类

3.了解牙痛的鉴别诊断思路和所需鉴别的疾病

第十七章 根尖周病的临床表现及诊断

1.掌握各型根尖周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急性根尖周炎的临床分期、排脓通道和排脓方式；

急性根尖周脓肿与急性牙周脓肿的鉴别

2.熟悉慢性根尖周炎的分型和病理变化

3.了解慢性根尖周炎的临床病理

第十八章 牙髓病和根尖周病治疗计划

1.掌握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的治疗原则和应急处理措施

2.熟悉橡皮障隔离法、局部麻醉的常用方法及牙髓失活法

3.了解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的治疗计划

第十九章 根管治疗术

1.掌握根管治疗术的概念、病例选择和操作原则



3

2.熟悉根管治疗术的原理和疗效评价标准

3.了解根管治疗术的发展概况

第二十章 髓腔应用解剖与开髓

1.掌握各牙位的髓腔应用解剖特点；开髓术及常用器械使用方法

2.熟悉根尖解剖特点

3.了解牙根发生特点

第二十一章 根管预备与消毒

1.掌握常用根管预备技术的基本步骤、优缺点和注意事项

2.熟悉各种手用不锈钢器械和机用镍钛器械的特点

3.了解根管超声冲洗和消毒药物的使用

第二十二章 根管充填

1.掌握根管充填材料的种类和性能以及侧方加压根管充填方法

2.熟悉垂直加压充填技术

3.了解其他类型的根管充填方法

第二十三章 根尖诱导成形术与根尖屏障术

1.掌握根尖诱导成形术的修复机制和愈合类型

2.熟悉根尖诱导成形术的操作步骤

3.了解根尖屏障术的原理和操作步骤。

第二十五章 根管治疗并发症与根管再治疗

1.了解根管治疗并发症的种类，熟悉其发生的原因及处理原则，掌握预防七发生的方法

2.了解根管治疗后疾病的病因，熟悉根管治疗后疾病的处理原则和治疗方法，掌握针管治疗

后疾病的诊断以及根管再治疗的术前评估

第五篇 口腔检查与术区隔离

第二十七章 病史采集和临床检查

1.掌握病史采集的内容和询问方法；牙髓活力测试的原理和方法

2.熟悉影像学检查方法的选择及其临床应用的局限性

3.了解锥形束 CT 和手术显微镜在牙髓病和根尖周病诊断中的应用

第二十八章 术区隔离

1.掌握橡皮障夹的选择和使用

2.熟悉橡皮障使用注意事项

3.了解橡皮障的其他安置方法

教材

周学东 《牙体牙髓病学》（第 5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

（二）系统解剖学部分：
绪 论

1、掌握人体的标准姿势，人体的轴、面和方位术语。

2、熟悉人体解剖学的任务和分科。

3、了解人体器官的变异和畸形。

第一章 骨学

1、掌握运动系统的组成（骨、骨连结、骨骼肌）和功能（运动、支持、保护）。

2、掌握各脑颅骨的位置和各面颅骨的位置。 新生儿颅的特征及生后变化。 鼻旁窦的名称、

位置、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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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椎骨的一般形态和各部椎骨的特征。 胸骨的基本形态结构，胸骨角的特征和意义。

4、掌握肱骨、桡骨、尺骨的形态、位置及主要结构。腕骨的排列顺序。

5、掌握髋骨的位置、形态和各部的主要结构。股骨、胫骨和腓骨的位置形态、主要结构。

6、熟悉骨的分类，骨的形态、构造和功能。

7、熟悉颅的组成和功能、颅底内、外面观、前面观、侧面观的重要形态结构。

8、熟悉躯干骨的组成（椎骨、肋骨、胸骨）。躯干骨重要的骨性标志（第 7 颈椎棘突，

颈动脉结节、骶角、颈静脉切迹、胸骨角、剑突等）。

9、熟悉上肢骨的组成与排列。

10、熟悉下肢骨的组成及排列。跗骨的排列位置。

11、了解骨的化学成份和物理性质。

12、了解眶腔、鼻腔构成。肋骨一般形态、结构。

13、了解各肩带骨的形态、位置。手骨的分部和各骨的形态、结构。

14、了解髌骨的位置。足骨的分部和各骨的形态、结构和位置。

第二章 关节学

1、掌握滑膜关节的基本结构和辅助结构。

2、掌握椎间盘的位置、构成、功能及其临床意义，黄韧带的位置和功能。

3、掌握颞下颌关节的构成、；结构特点及其运动形式。

4、掌握肩关节的组成、形态、结构特点和运动形式。肘关节、腕关节的组成和运动形式。

5、掌握骨盆的构成、形态、结构及大、小骨盆分界线。

6、掌握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的构成、结构特点和运动形式。

7、熟悉滑膜关节运动形式。

8、熟悉脊柱的组成、脊柱整体观的形态、功能。

9、熟悉胸廓的组成（肋、胸段脊柱、胸骨）、形态和功能。骨性胸廓的运动。

10、熟悉桡尺关节的组成及运动形式、功能意义。

11、了解关节学的定义及分类：纤维连结、软骨和骨连结、滑膜关节（关节）。滑膜关

节分类，关节的血管淋巴管和神经。

12、了解椎骨的连结概况（椎体间、椎弓间的连结）。脊柱的运动。肋骨和椎骨、肋软

骨与胸骨的连结概况。骨性胸廓的年龄差异和性差。

13、了解颅骨的连结形式。

14、了解上肢带骨连结的诸形式，结构和功能特点。腕骨间关节、腕掌关节、掌指关节

和指关节的运动。

15、了解骶髂关节的形态结构。耻骨联合的结构特点和功能意义。跗骨间关节、跗、趾

关节、跖骨间关节，跖趾关节的运动。距跟、距跟舟关节的运动。

16、了解足弓的形态、组成和功能意义。

17、了解比较下肢与上肢骨连结的解剖特点。

第三章 肌 学

1、掌握胸锁乳突肌、斜方肌、背阔肌、胸大肌的起止、作用。

2、掌握膈的位置、形态结构及运动。

3、掌握三角肌的起止、位置和作用。上臂肌的分群、层次及功能。

4、掌握大腿前、后、内三群肌的位置及各群肌的功能。

5、熟悉骨骼肌的形态、构造与起止点。

6、熟悉肌群配布与关节运动轴的关系。

7、熟悉肌的辅助装置。

8、熟悉头肌的组成 、面肌的名称、分布特点、作用。 各咀嚼肌的名称、位置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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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熟悉前锯肌、肋间肌、竖脊肌的位置和作用；

10、熟悉腹前外侧壁肌群的层次。

11、熟悉前臂肌的分群、分层、排列和作用。手肌的分群。手中间群各肌的名称、位置

和作用。

12、熟悉髋肌的分群、髂腰肌、臀大肌、臀中肌的位置及作用。小腿前、外、后三群肌的位

置和功能。

13、了解肌的分类及命名。

14、了解颈肌的分组；舌骨上、下肌群的位置；斜角肌间隙的构成及通过的结构。

15、了解躯干肌的分布；腹直肌鞘的概念。

16、了解上肢肌的分群、分层和排列情况；手肌内、外侧群的作用。

17、了解梨状肌的标志作用。

第四章 内脏学总论

1、掌握内脏的概念。

2、熟悉胸腹部的标志线和腹部分区。

3、了解内脏的一般形态构造。

第五章 消化系统

1、掌握消化系统的组成及功能，上、下消化道的组成。

2、掌握大消化腺与小消化腺的组成和功能。

3、掌握食管的分部，三个生理狭窄的部位距中切牙距离及其临床意义。

4、掌握胃的形态、位置、分部及各部主要特点。

5、掌握十二指肠形态、位置及分部，十二指肠大乳头的位置，十二指肠悬肌的位置及意义。

6、掌握大肠的分部及解剖特点。结肠的分部及特点。

7、掌握盲肠和阑尾的位置及阑尾根部的体表投影，回盲瓣的构成及意义。

8、掌握直肠位置、形态和弯曲。肛管的位置、形态结构。

9、掌握肝的形态、位置、分叶。

10、掌握胆囊的形态、位置、功能，胆囊底的体表投影；输胆管道的组成、胆总管与胰管的

汇合和开口部位，胆汁的排出径路。

11、掌握胰的位置、形态和分部。

12、熟悉口腔的分部；咽峡的组成。

13、熟悉牙的形态和构造；舌的形态和粘膜，

14、熟悉颏舌肌的起止、位置和作用。

15、熟悉口腔腺（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的位置、形态和腺管的开口部位。

16、熟悉咽的位置、形态和分部（鼻咽部、口咽部、喉咽部），咽各部的主要结构及其

功能。

17、熟悉空肠、回肠的位置。

18、熟悉肛管粘膜的特点、齿状线的意义，肛门内、外括约肌的位置和作用。

19、了解口腔的界限。唇、颊和腭的形态。乳牙和恒牙的牙式。

20、了解咽淋巴环的位置。

21、了解小肠的分部及特点。

22、了解空、回肠的区别。

23、了解肝的体表投影和肝段概念。

第六章 呼吸系统

1、掌握呼吸系统的组成，上、下呼吸道的概念。

2、掌握鼻旁窦的位置、开口、各窦的形态特点、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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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喉腔的分部，喉粘膜的结构。

4、掌握气管的位置，左、右主支气管的特点。

5、掌握肺的形态、位置和分叶。

6、掌握胸膜和胸膜腔的概念。

7、熟悉鼻腔的分部，鼻腔外侧壁的结构。

8、熟悉喉的位置，喉的软骨、连结。

9、熟悉肺段支气管和支气管肺段的概念。

10、熟悉壁胸膜的分部及胸膜窦。

11、了解鼻的分部。

12、了解喉肌的位置及功能。

13、了解胸膜和肺的体表投影。

14、了解纵隔的概念、纵隔的区分及其组成器官。

第七章 泌尿系统

1、掌握泌尿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2、掌握肾的形态、位置及肾的构造与功能，肾的被膜。

3、掌握输尿管的分部，输尿管的狭窄部位及其临床意义。

4、掌握膀胱的形态和位置，膀胱三角的位置及其临床意义。

5、熟悉女性尿道的特点及开口位置。

6、了解肾段概念.
第八章 男性生殖系统

1、掌握睾丸和副睾的形态、位置及功能。

2、掌握前列腺的形态、分叶、位置。

3、掌握男性尿道的分部、各部的形态、结构特点、三个狭窄、三个扩大和两个弯曲的位置

及临床意义。

4、熟悉输精管的行程及分部、射精管的合成和开口。

5、熟悉阴茎的形态结构。

7、了解睾丸的构造。

8、了解精囊腺的形态、位置及机能。

9、了解尿道球腺的位置及腺管的开口。

10、了解阴囊的形态结构。

11、了解精索的组成及位置。

12、了解海绵体的构造和阴茎皮肤的特点及其临床意义。

第九章 女性生殖系统

1、掌握卵巢的形态、位置及固定装置。

2、掌握输卵管的位置、分部、各部的形态结构及临床意义。

3、掌握子宫的形态、位置、分部和固定装置。

4、熟悉阴道的位置，阴道穹的构成及意义。

5、熟悉乳房的形态和位置、构造。

6、了解女阴的形态结构。

第十章 腹 膜

1、掌握腹膜、腹膜壁层和脏层、腹膜腔的概念及腹膜的机能。

2、熟悉腹膜与器官的关系。

3、了解腹膜形成的各种结构（网膜、系膜、韧带、陷凹）。

第十一章 心血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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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脉管系的组成、体循环和肺循环的概念及途径。

2、掌握心的位置、外形。心各腔（右心房、右心室、左心房、左心室）的主要形态结构。

心脏传导系统的构成和机能。 左右冠状动脉的起始、行径，重要分支及其分布。心包、心包腔的

概念及特点。

3、掌握肺动脉、左右肺动脉的行程，动脉韧带的位置。

4、掌握主动脉的起止、行程及分部。升主动脉的分支（左右冠状动脉）。 主动脉弓的分支

（头臂干、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

5、掌握左右颈总动脉的起始，位置和行程，颈动脉窦、颈动脉小球的位置与功能概念。

6、掌握颈外动脉的行程及分支、分布；甲状腺上动脉、舌动脉、面动脉、颞浅动脉、上颌

动脉、脑膜中动脉的行程、分布。

7、掌握锁骨下动脉、腋动脉、肱动脉、桡动脉、尺动脉的起止、行程，主要分支分布。

8、掌握胸主动脉的起止、行程及分支、肋间后动脉行程、分支及分布。

9、掌握腹主动脉的起止、行程及分支。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下动脉及其分支的

行程和分布。

10、掌握髂总动脉的起止和行程。（1）髂内动脉的主要分支、子宫动脉与输尿管走行关系

的临床意义。（2）髂外动脉、股动脉、腘动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足背动脉的起止、行程

和分布。

11、掌握静脉系的组成及静脉的结构特点；

12、掌握上腔静脉的组成、起止、行程。头臂静脉的组成、行程。颈静脉角的构成及意义。

头静脉、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的行程及临床意义。

13、掌握下肢的浅静脉、足背静脉弓、小隐静脉、大隐静脉及其属支和临床意义。

14、掌握肝门静脉的组成、行程、分布及属支，肝门静脉与上、下腔静脉的吻合及其临床意

义。

15、熟悉房间隔与室间隔的形态结构。心纤维支架的概念、组成与功能。心大、中、小静脉

的行径、冠状窦的位置与开口。

16、熟悉掌浅弓、掌深弓的组成分支及掌浅弓体表投影。

17、熟悉肾上腺中动脉、肾动脉、睾丸动脉或卵巢动脉。

18、熟悉肺静脉的起止及功能特点。

19、熟悉颈外静脉的位置及临床意义。

20、熟悉奇静脉起止。

21、熟悉下腔静脉组成、髂总静脉、髂内静脉、髂外静脉的起止、行程及主要属支。

22、了解动脉的吻合、侧付支和侧付循环、动静脉吻合、微循环的概念。

23、了解心间隔缺损的临床意义。心壁构造。

24、了解动脉在整个人体中的分布规律。器官内血管的配布规律，动脉的血管滋养管和神经。

25、了解动脉韧带及临床意义。

26、了解枕动脉、耳后动脉、咽升动脉的分布。

27、了解支气管动脉、食管动脉的分布。

28、了解膈下动脉、腰动脉。

29、了解腓动脉、足底内外侧动脉、足底弓。

30、了解特殊静脉概念（硬脑膜窦、板障静脉等）；静脉的机能和临床意义。

31、了解颈内静脉的起止、行程、属支。

32、了解锁骨下静脉的起止，行程。

33、了解半奇静脉、副半奇静脉起止。

第十二章 淋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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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淋巴系的构成及配布特点。

2、掌握胸导管的行程及其收集的范围和注入部位。右淋巴导管的组成和收集范围。

3、掌握脾的位置、形态。

4、熟悉局部淋巴结的概念。

5、熟悉锁骨下淋巴结、腋窝淋巴结各群的分布和收集范围及其临床意义。锁骨下淋巴干的

收集范围。

6、熟悉腰淋巴结、腹腔淋巴结、肠系膜上淋巴结、肠系膜下淋巴结的分布、收集范围。腰

淋巴干和肠淋巴干。

7、熟悉髂内、髂外淋巴结的分布、收集范围。 腹股沟浅深淋巴结的分布及收集范围。月国

淋巴结的分布及其收集范围。

8、熟悉乳腺、子宫、胃、肝、直肠等器官的淋巴回流。

9、了解淋巴回流的因素、淋巴侧支循环的概念。

10、了解头颈部主要淋巴结群的分布部位，各群淋巴结的输入和输出。颈淋巴干的名称及收

集范围。

11、了解胸壁和胸腔的各主要淋巴结群，如纵隔的淋巴结，肺门和气管支气管周围的淋巴结

的分布和收集范围，临床意义。支气管纵隔干的收集范围。

12、了解脾的功能概念。

第十三章 感觉器概述

1、熟悉感受器与感觉器的概念。

2、了解感受器的分类。

第十四章 视 器

1、掌握眼球的构造及功能。

2、掌握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及视网膜视部的形态结构与机能。

3、掌握眼球折光装置的名称、结构特点及功能。

4、掌握房水的产生及循环。

5、掌握结膜的形态结构和分部。

6、掌握泪器的组成及泪道的形态结构。

7、熟悉眼睑的形态。运动眼球和眼睑的肌肉名称及作用。

8、了解眼睑的构造及其临床意义。眼动脉的发起、走行和分布。视网膜中央动脉的发起、

发行、分支和分布。

第十五章 前庭蜗器

1、掌握前庭蜗器的组成及功能。

2、掌握中耳的组成。 鼓室的位置、六个壁及其主要结构和临床意义。

3、掌握鼓膜的位置，分部和形态。

4、掌握骨迷路的组成。

5、熟悉外耳的组成，外耳道的位置，分部及新生儿外耳道的特点。

6、熟悉咽鼓管的位置、分部、作用及幼儿咽鼓管的特点。

7、熟悉膜迷路的组成及其与骨迷路的关系。

8、了解听小骨的名称、位置和连结及运动。运动听小骨肌的名称及其作用。

9、了解乳突小房和乳突窦的位置。

10、了解内耳的位置和分部。

11、了解声波传导的途径。

第十六章 神经系统总论

1、掌握神经系统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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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白质、髓质、纤维束、灰质、皮质、神经核、神经和神经节的组成概念。

3、熟悉神经元的基本构成（胞体、突起 ── 树突、轴突）。

4、熟悉反射弧的基本组成情况。

5、了解神经系统在机体内的作用和地位。

6、了解神经元的分类。

7、了解反射的概念，反射弧的组成。

第十七章 周围神经系统

1、掌握脊神经的构成、分部和纤维成份。

2、掌握膈神经的主要行程和分布。

3、掌握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的发起、行程，主要分支和分布。肌皮神经、腋神经的

分布。

4、掌握股神经的行程，主要分支及分布。

5、掌握骶丛的组成及其位置。坐骨神经的发起、行程和分布。胫神经的行程、皮支分布区

及所支配的肌群。腓总神经的行程、位置；腓浅、腓深神经皮支分布区及所支配的肌群。

6、掌握动眼神经的纤维成份、主要行程和分布。

7、掌握三叉神经的纤维成分、半月节的位置、三大主支在头面部的感觉分布区。眼神经的

主要分支（额神经、鼻睫神经、泪腺神经）及分布概况。上颌神经（续为眶下神经）的主干行程

及分布概况。下颌神经的主干行程、主要分支（耳颞神经、舌神经、下牙槽神经）运动、感觉纤

维的分布概况。

8、掌握面神经的纤维成份、行程、主要分支（鼓索、表情肌支）的分布概况。

9、掌握迷走神经的纤维成份，主干行程及分布概况。 喉上神经的位置、分布。 左、右喉

返神经的行程与分布。

10、掌握内脏运动神经的结构特点。

11、掌握交感神经低级中枢的部位。 交感干的组成、交感神经节的椎旁节和主要的

椎前节（腹腔节、肠系膜上、下节等）的位置。

12、熟悉臂丛的组成及位置。胸长神经、胸背神经的分布。

13、熟悉腰丛的组成及位置。髂腹下神经，髂腹股沟神经、闭孔神经、股外侧皮神经的

分布概况。

14、熟悉滑车神经的分布；

15、熟悉展神经的行程、分布。

16、熟悉位听神经、前庭神经、蜗神经的行程和功能性质。

17、熟悉舌咽神经的纤维成份，主要分支（舌支、颈内动脉窦支）分布概况。

18、熟悉迷走神经前、后干在腹腔的分支、分布概况。

19、熟悉副神经主干的行程及分布概况及其损伤后的表现。

20、熟悉舌下神经的分布概况及其损伤后的情况。

21、熟悉颈下节的位置（及星状神经节的组成）和节后纤维分布概况。

22、熟悉副交感神经低级中枢的部位：颅部：动眼神经内副交感节前纤维的起始，交换

神经元的部位 ── 睫状节和节后纤维的分布、功能。

23、熟悉迷走神经副交感节前纤维的起始与分布概况。

24、熟悉骶部：盆内脏神经的分布概况。

25、熟悉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双重分布概念及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

26、了解脊神经走行分布的规律。

27、了解颈丛的组成、位置、浅支的浅出部位。

28、了解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在不同部位损伤后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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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了解胸神经前支在胸腹壁的分布概况及其皮支的节段性分布。

30、了解坐骨神经的常见变异。

31、了解胫神经损伤后的主要表现。

32、了解腓总神经不同部位损伤后的不同表现。

33、了解阴部神经、臀上神经、臀下神经、股后皮神经的分布。

34、了解嗅神经的功能性质与分布区域。

35、了解视神经的功能性质和行程。

36、了解动眼神经损伤后的主要表现。睫状节的位置。

37、了解面神经损伤后的表现，翼腭节和下颌下节的概念及位置。耳节的概念和位置。38、
了解内脏神经的概念和区分。灰交通支与白交通支的概念。

39、了解交感神经节前、节后纤维分布的一般规律：颈部：颈上节的位置，节后纤维概

况，颈中节后纤维分布概况。腰部：节后纤维分布概况。 胸部：内脏大小神经及其联系，分布概

况。盆部：节后纤维分布概况。

40、了解面神经、舌咽神经副交感节前纤维的起始及节后纤维概况。

41、了解翼腭神经节、下颌下神经节、耳神经节的概念。

42、了解各主要内脏神经丛的部位和分布。

43、了解内脏感觉神经的形态结构特点和机能概念。

44、了解牵涉性痛的概念。

第十八章 中枢神经系统

1、掌握脊髓的位置和外形。

2、掌握脊髓横切面上灰、白质的配布及各部的名称；脊髓灰质的主要核团及功能。

3、掌握脑的分部。

4、掌握脑干的组成，脑干各部的主要外部结构，并了解其与内部结构的关系。

5、掌握第四脑室的位置与连通。

6、掌握小脑的位置与分部（蚓部与两小脑半球）；小脑扁桃体的所在部位及其临床意义。

7、掌握大脑半球的主要沟裂，脑回等表面结构及分叶情况。

8、掌握基底核的位置、组成。

9、掌握内囊的位置、分部，内囊各部通过的主要纤维束及其临床意义。

10、掌握侧脑室的位置、分部，侧脑室脉络丛的组成及功能。

11、掌握大脑皮质主要的机能定位中枢。第一躯体运动区、第一躯体感觉区、视觉、

听觉区的位置。

12、熟悉脊髓节段的概念。脊髓主要上行纤维束（薄束、楔束、脊髓丘脑束）的位置和机能

性质。脊髓主要下行纤维束（皮质脊髓侧、前束、红核脊髓束）的位置和机能性质。

13、熟悉脑干内部结构的概要情况，重要的脑神经核与其它核团、其功能概念和主要联

系情况，各主要上、下行纤维束在脑干各部位的位置概况。

14、熟悉间脑的位置和分部，第三脑室的位置、连通情况。

15、熟悉背侧丘脑的位置和分部，背侧丘腹后核，后丘脑内、外侧膝状体的功能。

16、熟悉运动性语言中枢、听觉性语言中枢、书写中枢、视觉性语言中枢。

17、熟悉内脏活动皮质中枢的部位和功能。

18、了解脊髓节段与椎骨的对应关系。脊髓灰质分层及 α 、 γ 细胞和 Renshaw 细

胞的概念。

19、了解前庭脊髓束、顶盖脊髓束、网状脊髓束和内侧纵束。脊髓的主要功能。

20、了解网状结构的位置，网状结构的功能。

21、了解小脑的分叶、小脑三对脚，小脑中央核的一般联系情况、小脑的机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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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了解下丘脑的组成结构及其机能概念。

23、了解新、旧纹状体的概念、主要机能。

24、了解半球白质的总体情况，胼胝体的位置与联系概况。

25、了解边缘系统的概念。

第十九章 神经系统的传导通路

1、掌握躯干、四肢意识性本体感觉和精细触觉深部感觉传导路的组成，各级神经元胞体及

纤维束在中枢内的位置，丘系交叉的水平、皮质投射区。

2、掌握躯干、四肢痛温觉和粗触觉传导路的组成，各级神经元胞体所在的部位、纤维走行

和越边的位置、皮质投射区。

3、掌握头面部痛、温度和触觉传导通路的特点。

4、掌握骨骼肌随意运动上、下两级神经元管理的基本情况。

5、掌握皮质核束发起及通过内囊的部位，其对脑神经运动核控制情况（双侧控制与对侧控

制）。

6、掌握皮质脊髓束的发起及在内囊和脑干各段的位置，锥体交叉，皮质脊髓侧束与皮质脊

髓前束的走行终止情况。

7、熟悉传导路的基本概念 。

8、熟悉深部感觉传导路损伤后的主要表现。

9、熟悉视觉传导路的组成，视交叉的情况、视束及经内囊的位置，皮质投射区。

10、熟悉瞳孔对光反射径路。

11、熟悉核上瘫与核下瘫不同表现的形态学基础。

12、熟悉面神经、舌下神经核下瘫的主要表现。

13、熟悉锥体系上、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后的不同表现。

14、了解非意识性本体感觉传导的概念及其机能意义。

15、了解直接和间接对光反射的结构基础及反射径路不同部位损伤后的表现。

16、了解听觉传导路的组成及其特点，纤维行程和投射情况。

17、了解躯干肌双侧支配的概念。

18、了解锥体外系的组成、机能概念。

第二十章 脑和脊髓的被膜 血管及脑脊液循环

1、掌握硬脑膜的组成特点、形成物及它们的机能。

2、掌握硬脑膜静脉窦的位置、连通。

3、掌握蛛网膜及蛛网膜下腔的概况，主要蛛网膜下池（小脑延髓池、终池）的位置，临床

意义。

4、掌握颈内动脉系统与椎 ─ 基底动脉系统的概念。颈内动脉的行程及其主要分支分布概

况。

5、掌握大脑动脉环的组成、位置及其机能意义。

6、掌握脑脊液的循环途径。

7、熟悉脑室系统的组成，位置与连通概况。

8、熟悉脑脊液的产生，回流情况。

9、了解硬脊膜的附着，硬膜外腔的连通与内容物，其与硬膜外麻醉的关系。

10、了解软脑膜及软脊膜的概况。

11、了解脑静脉的结构特点；脑浅静脉系统的主要属支的收集、回流概况。脑深静脉系

统的收集、回流概况，大脑大静脉的位置和回流。

12、了解脊髓的血液供应来源（脊髓前、后动脉与节段性动脉）和供血概况。

13、了解脊髓静脉回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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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了解脑屏障的概念及其结构基础。

第二十一章 内分泌系统

1、掌握内分泌腺的定义、结构特点、分类。

2、掌握甲状腺、甲状旁腺、胸腺、肾上腺、松果体的位置、形态。

3、熟悉甲状旁腺位置、垂体的分部。

4、了解内分泌腺的功能概念；性腺及胰岛。

教材

系统解剖学 .丁文龙、刘学政等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8 月第九版

二、考试形式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纸质）

2．试卷满分： 200 分

3．考试时量： 15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