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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

护理学专业考试大纲

《内科护理学》考试大纲

Ⅰ 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又称专插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

生的成绩，按照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信度、

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 考试内容

总体要求：通过本科目考试，检验考生对内科护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实践应用技能的掌握程度，

测试考生是否达到护理专业本科生的学习要求。

第二章 呼吸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咳嗽与咳痰的性质、护理

（2）肺源性呼吸困难的概念、临床类型、护理

（3）咯血的常见原因、咯血量分度，窒息表现

（4）肺炎概述：病因及分类、护理

（5）肺炎球菌肺炎临床表现，治疗要点

（6）支气管扩张病因，临床表现、护理

（7）肺结核病因及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分类、化疗原则、常用的药物及不良反

应、消毒、结核病的预防控制

（8）支气管哮喘概念、病因，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9）慢支病因、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10）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概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要点、长期家庭氧疗、护理、健康指导

（11）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概念、临床表现、心电图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12）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病因、病理分类、分期、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理

（13）呼吸衰竭概念、分类、临床表现、治疗要点

2. 考试要求

（1）掌握呼吸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2）掌握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性支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心病、肺炎、原发性支气管

肺癌肺结核和呼吸衰竭等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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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性支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心病、肺炎、原发性支气管

肺癌肺结核和呼吸衰竭等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辅助检查、处理要点、治疗要点、常见护理诊断及医护合作

性问题。

（4）了解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性支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心病、肺炎、原发性支气管

肺癌肺结核和呼吸衰竭等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第三章 循环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心源性呼吸困难的概念、表现 、护理

（2）心源性水肿的发生机制、特点及护理

（3）几种常见胸痛特点的比较

（4）心源性晕厥、阿斯综合征的概念

（5）心力衰竭的概念，慢性心力衰竭：病因（基本病因、诱因）、临床表现、药物治疗、护理

（6）急性心力衰竭：临床表现、抢救配合与护理

（7）心律失常分类，常见心律失常（窦性心律失常、期前收缩、阵发性心功过速、扑动与颤动、房室

传导阻滞）的临床表现、心电图特征、治疗要点、心律失常病人的护理

（8）心脏瓣膜病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狭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临床表现、护理

（9）冠心病的概念、主要危险因素、临床分型

（10）稳定型心绞痛：概念、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11）急性心肌梗塞：概念、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12）原发性高血压病因、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13）感染性心内膜炎病因、临床表现、血培养、治疗要点、护理

2. 考试要求

（1）掌握循环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2）掌握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心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等循环系统常见

疾病的临床表现、护理措施。

（3）熟悉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心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等循环系统常见

疾病的辅助检查、处理要点、治疗要点、常见护理诊断及医护合作性问题。

（4）了解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心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等循环系统常见

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第四章 消化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急、慢性胃炎的病因、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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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化性溃疡概念，病因和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3）溃疡性结肠炎概念、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4）肝硬化概念、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5）原发性肝癌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原则、肝动脉栓塞化疗病人的护理

（6）肝性脑病概念、病因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7）急性胰腺炎概念、病因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8）上消化道大量出血概念、常见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 考试要求

（1）掌握消化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2）掌握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溃疡性结肠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肝性脑病、急性胰腺炎、

上消化道出血等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护理措施。

（3）熟悉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溃疡性结肠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肝性脑病、急性胰腺炎、

上消化道出血等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辅助检查、处理要点、治疗要点、常见护理诊断及医护合作性问题。

（4）了解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溃疡性结肠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肝性脑病、急性胰腺炎、

上消化道出血等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第五章 泌尿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肾源性水肿的分类及护理

（2）尿路刺激征的概念及护理

（3）尿异常：尿量异常、蛋白尿、血尿、白细胞尿、脓尿和菌尿、管型尿概念、临床意义

（4）急性、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概念、病因、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理

（5）肾病综合症概念、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

（6）尿路感染病因和发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7）急性肾损伤概念、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血液、尿液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8）慢性肾衰竭概念、分期、常见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2. 考试要求

（1）掌握泌尿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2）掌握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尿路感染、慢性肾衰竭等泌尿系统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护

理措施。

（3）熟悉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尿路感染、慢性肾衰竭等泌尿系统常见疾病的辅助检查、处

理要点、治疗要点、常见护理诊断及医护合作性问题。

（4）了解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尿路感染、慢性肾衰竭等泌尿系统常见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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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血液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出血或出血倾向的概念及护理

（2）发热的护理

（3）贫血概念、实验室诊断标准、贫血严重度的划分标准、贫血的细胞形态分类、临床表现、治疗要

点、护理

（4）缺铁性贫血：概念、铁的代谢、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5）再生障碍性贫血：概念、相关因素、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6）ITP ：概念、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7）过敏性紫癜：概念、病因、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理

（8）白血病概述：概念、分类、病因

（9）急性白血病：分类、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10）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概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11）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要点

2. 考试要求

（1）掌握血液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2）掌握贫血（缺铁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ITP、过敏性紫癜、白血病等血液系统常见疾病的临

床表现、护理措施。

（3）熟悉贫血（缺铁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ITP、过敏性紫癜、白血病等血液系统常见疾病的辅

助检查、处理要点、治疗要点、常见护理诊断及医护合作性问题。

（4）了解贫血（缺铁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ITP、过敏性紫癜、白血病等血液系统常见疾病的病

因及发病机制。

第七章 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概念、病因、Graves 病的临床表现、特殊的临床表现及类型、实验室及其他

检查、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甲状腺功能减退：概念、临床表现、甲状腺功能检查、护理

（3）糖尿病概念、分型、病因和发病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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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概念、病因与发病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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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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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痛风等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临床表现、护理措施。

（2）熟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痛风等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辅助检查、处理要点、治疗要点、

常见护理诊断及医护合作性问题。

（3）了解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痛风等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第八章 风湿性疾病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系统性红斑狼疮概念、相关因素、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类风湿关节炎概念、病因、病例、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2. 考试要求

（1）掌握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风湿性性疾病的临床表现、护理措施。

（2）熟悉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风湿性性疾病的辅助检查、处理要点、治疗要点、常见

护理诊断及医护合作性问题。

（3）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风湿性性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第九章 传染病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感染与免疫、传染病的基本特征和临床特点、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及影响因素、传染病的预防、隔

离和消毒

（2）发热、发疹的临床表现和护理

（3）流行性感冒：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并发症、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隔离措施、

护理、健康指导

（4）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概念、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隔离

措施、护理、健康指导

（5）病毒性肝炎：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6）艾滋病的病原学：概念、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暴露后处理、健康指导

（7）流行性乙型脑炎：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

导。

（8）伤寒：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隔离、护理

（9）细菌性痢疾：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隔离、护理

（10）霍乱：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点、隔离、护理

2. 考试要求

（1）熟悉传染病的基本特征和临床特点、传染病的预防、隔离和消毒、感染与免疫、传染病的流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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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影响因素、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2）掌握病毒性肝炎、流行性感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流行性乙型脑炎、伤寒、细菌性痢

疾、霍乱等常见传染性疾病的临床表现、护理措施。

（3）熟悉病毒性肝炎、流行性感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流行性乙型脑炎、伤寒、细菌性痢

疾、霍乱等常见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辅助检查、处理要点、治疗要点、常见护理诊断及医护合作性问

题。

（4）了解病毒性肝炎、流行性感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流行性乙型脑炎、伤寒、细菌性痢

疾、霍乱等常见传染性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第十章 神经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头痛、意识障碍、言语障碍、感觉障碍、运动障碍的护理，肌力分级

（2）脑血管疾病概述：概念、分类、脑血管疾病的病因和危险因素，脑血管病的三级预防

（3）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概念、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理

（4）脑梗死：概念，脑血栓形成及脑栓塞的概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5）脑出血：病因及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要点、护理

（6）蛛网膜下腔出血：概念、病因、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理

（7）癫痫：概念、分类、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2. 考试要求

（1）掌握神经系统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症状体征的护理。

（2）掌握脑血管疾病、癫痫等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表现、护理措施。

（3）熟悉脑血管疾病、癫痫等神经系统疾病的辅助检查、处理要点、治疗要点、常见护理诊断及医护

合作性问题。

（4）了解脑血管疾病、癫痫等神经系统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试卷题型比例

单项选择题：约占 60%；

名词解释：约占 8%；

简答题：约占 12%；

案例分析：约占 20%。

三、试卷题型示例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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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60 分，将正确答案序号填在题后面的表内)

1、大咯血窒息患者，应立即采取 （ A ）

A.头低脚高位

B.半卧位

C.平卧位

D.坐位

E.健侧卧位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 4分，共 2小题，共 8 分）

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是指心脏冲动的频率、节律、起源部位、传导速度与激动次序的异常。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有 2 个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

1、溶栓治疗有效的判断标准：①胸痛 2h 基本消失（1 分）②EKG：ST 抬高段 2h 内回降 50%（1 分）③2h

内出现再灌注性心律失常（2分）④血清 CK-AB 峰值提前出现（14h 内）（2分）

四、案例分析题（每小题 10 分，共 2 小题，共 20 分）

1、刘护士夜间巡视病房时，发现一病人突然坐起，张口呼吸、大汗淋漓、紧张恐惧、烦躁不安、伴咳

嗽、咳大量粉红色泡沫样痰，两肺布满湿啰音、哮鸣音，心率 136 次/分，呼吸 34 次/分，心尖部闻及舒张

期奔马律，可触及交替脉。

问：

(1)病人可能发生了什么情况？（2分）

(2)主要的护理诊断/问题有哪些（至少三个主要护理诊断）？(6 分)

(3)在抢救过程中，护士应该如何给病人进行吸氧？（2 分）

答:

(1)病人可能发生：急性左心衰竭。

(2)主要的护理诊断/问题

气体交换受损 与急性肺水肿影响气体交换有关。

清理呼吸道无效 与呼吸道出现大量泡沫痰有关。

心排血量减少 与心肌收缩力减低，心脏负荷过重有关。

恐惧 与极度呼吸困难，严重的窒息感或病人过度关注抢救有关。

潜在并发症：心源性休克。

(3)20%～30%乙醇湿化吸氧，6～8L／min

Ⅳ参考书目

《内科护理学》的考试参考书目为 尤黎明、吴瑛 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最新版《内科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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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护理学》考试大纲

Ⅰ 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又称专插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

生的成绩，按照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信度、

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 考试内容

总体要求：通过本科目考试，检验考生对基础护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测试

考生是否达到护理专业本科生的学习要求。

第一章 绪论

1.考试内容

（1）《基础护理学》课程地位和基本任务

（2）《基础护理学》学习方法及要求

2. 考试要求

（1）了解《基础护理学》的地位和基本任务。

（2）掌握《基础护理学》学习方法及要求。

第二章 环境

1.考试内容

（1）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2）护理与环境的关系

（3）医院环境的调控

2. 考试要求

（1）熟悉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2）熟悉护理与环境的关系。

（3）了解医院环境的特点及分类。

（4）掌握医院环境的调控。

第三章 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

1.考试内容

（1）医院感染和内源性感染的概念、医院感染的途径、发生的原因及条件、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

（2）消毒和灭菌的概念、物理消毒灭菌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化学消毒灭菌法的种类及使用原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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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常用化学消毒剂

（3）无菌技术操作原则、无菌技术基本操作方法

（4）隔离、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的概念，医院布局与隔离要求、隔离原则、隔离种类及措施、

隔离技术基本操作方法

2. 考试要求

（1）掌握医院感染的概念、途径、发生的原因及条件、预防与控制。

（2）掌握清洁、消毒、灭菌的概念；各种物理消毒灭菌的方法、注意事项；常用化学消毒剂的名称、

效力、选择及使用原则。

（3）掌握无菌技术、无菌物品、无菌区、非无菌区的概念、无菌技术操作原则、基本操作方法。

（4）掌握隔离、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的概念；隔离的原则、隔离的种类及措施、隔离技术基

本操作。

（5）熟悉医院清洁、消毒、灭菌工作。

（6）熟悉手卫生的方法。

（7）了解建筑布局与隔离要求。

第四章 病人入院和出院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病人入院的护理

（2）病人的卧位

（3）运送病人法

（4）病人出院的护理

（5）人体力学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2. 考试要求

（1）掌握急诊病人入病区后的初步护理。

（2）掌握各种铺床法的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3）掌握卧位的分类、常用卧位的适用范围与操作方法、变换卧位方法及注意事项。

（4）掌握运送病人的目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5）熟悉一般病人入病区后的初步护理、病人出院的护理。

（6）了解人体力学运用原则。

第五章 病人安全与护士的职业防护

1.考试内容

（1）影响病人的安全因素、医院常见不安全因素及防范、保护病人安全的措施

（2）职业暴露的概念、职业暴露的有害因素、常见护理职业暴露及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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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试要求

（1）掌握医院常见的不安全因素及防范、保护病人安全的措施、注意事项。

（2）掌握职业暴露的概念、职业暴露的有害因素、常见护理职业暴露及预防措施。

第六章 病人的卫生清洁

1.考试内容

（1）病人义齿的护理、特殊口腔护理的目的及常用漱口溶液、特殊口腔护理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皮肤的清洁护理

（3）压疮的概念、发生的原因、好发部位、预防措施、压疮的分期及临床表现、护理措施

（4）晨晚间护理的内容

2. 考试要求

（1）掌握特殊口腔护理的目的、评估、适用范围、常用漱口溶液、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熟悉义齿的清洁和护理、皮肤的清洁护理、压疮的高危人群。

（3）了解一般口腔护理、头发护理、晨晚间护理。

第七章 休息与活动

1.考试内容

（1）休息的概念、休息的条件及协助病人休息的措施

（2）睡眠的概念、睡眠的生理、睡眠的评估、促进睡眠的护理措施

（3）活动受限的原因及对机体的影响、病人活动的评估、协助病人活动的方法

2. 考试要求

（1）掌握睡眠时相；睡眠的评估、促进睡眠的护理措施、活动受限对机体的影响。

（2）熟悉病人活动的评估及协助病人活动的措施。

（3）了解休息定义和睡眠生理。

第八章 医疗与护理文件

1.考试内容

（1）医疗与护理文件的记录原则和管理

（2）体温单的书写、医嘱的概念及种类、内容和处理

（3）特别护理记录单、病区交班报告、护理病历的书写内容及要求

2. 考试要求

（1）掌握医疗与护理文件记录的原则和管理。

（2）掌握体温单的绘制方法、医嘱的概念及种类、内容和处理。

（3）熟悉特别护理记录单、病区交班报告、护理病历的书写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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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医疗与护理文件记录的意义、医疗与护理文件记录的管理。

第九章 生命体征的评估与护理

1.考试内容

（1）体温过高、体温过低、稽留热、弛张热、间歇热的概念、体温的散热方式、体温的生理变化、体

温过高的临床分级、发热过程及表现、常见热型、体温过高的护理措施

（2）体温过低的原因、临床分级、临床表现及护理措施

（3）体温的测量方法及注意事项

（4）心动过速、心动过缓、间歇脉、脉搏短绌的概念、脉搏的生理变化、脉搏的测量及注意事项

（5）高血压的概念、影响血压的因素、血压的生理变化、异常血压的评估及护理、血压的测量及注意

事项

（6）呼吸的生理变化、异常呼吸的评估及护理、促进呼吸功能的护理技术及注意事项

2. 考试要求

（1）掌握异常体温的评估及护理、体温的测量及注意事项。

（2）掌握异常脉搏的评估及护理、脉搏的测量及注意事项。

（3）掌握异常血压的评估及护理、血压的测量及注意事项。

（4）掌握异常呼吸的评估及护理、促进呼吸功能的护理技术及注意事项。

（5）熟悉体温的产生与调节、正常体温及生理变化、正常脉搏的产生及生理变化、正常血压及生理变

化、正常呼吸产生及生理变化。

第十章 冷热疗法

1.考试内容

（1）冷、热疗法的概念、冷热疗法的效应、影响冷热疗法效果的因素

（2）冷疗法的目的、禁忌、常用冷疗法及注意事项

（3）热疗法的目的、禁忌、常用热疗法及注意事项

2. 考试要求

（1）掌握冷热疗法的概念；冷、热疗法的目的、禁忌，常用冷、热疗法及注意事项。

（2）熟悉影响冷热疗法的因素。

第十一章 饮食与营养

1.考试内容

（1）治疗饮食、试验饮食、鼻饲法、要素饮食、胃肠外营养的概念

（2）影响饮食与营养的因素、医院饮食的种类、适用范围及饮食原则、病人的饮食护理

（3）鼻饲法的目的、评估、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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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素饮食的特点、用法、并发症及注意事项

（5）胃肠外营养的目的、分类、禁忌证、并发症及注意事项

2. 考试要求

（1）掌握医院饮食的种类、适用范围及饮食原则、鼻饲法的目的、评估、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熟悉要素饮食特点、用法、并发症及注意事项，胃肠外营养的目的、分类、禁忌证、并发症及注

意事项。

第十二章 排泄

1.考试内容

（1）少尿、多尿、无尿、尿潴留、尿失禁、膀胱刺激征、导尿术的概念、排尿的评估、影响排尿因素

的评估、排尿异常的护理、与排尿有关的护理技术及注意事项

（2）排便的评估、排便异常的护理、各种灌肠法的目的、评估、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肛管排气操作

方法及注意事项

2. 考试要求

（1）掌握多尿、少尿、无尿、膀胱刺激征、尿失禁、尿潴留、导尿术的概念、排尿的评估、排尿异常

的护理，导尿术的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留置导尿管病人的护理。

（2）掌握排便的评估，排便异常的护理，各种灌肠的目的、评估、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肛管排气操

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3）常见异常排便的原因、常用简易通便法。

（4）了解排尿异常的原因。

第十三章 给药

1.考试内容

（1）药物的保管、给药原则、给药途径、临床工作常用外文缩写、影响药疗效的因素、口服给药法的

目的、操作方法及健康教育

（2）注射原则、药液抽吸、各种注射法的定义、目的、部位、定位方法、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3）超声雾化吸入法、氧气雾化吸入法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4）青霉素过敏试验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及过敏性休克的处理、头孢菌素类药

物过敏试验法、破伤风抗毒素过敏试验及脱敏注射法、链霉素过敏试验及过敏反应处理

2. 考试要求

（1）掌握给药的原则、药物的保管、临床工作常用外文缩写、口服给药法的目的、操作方法及健康教

育。

（2）掌握注射原则、各种注射法的定义、目的、部位、定位方法、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3）掌握超声波雾化吸入法、氧气雾化吸入法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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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青霉素过敏试验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及过敏性休克的处理、头孢菌素

类药物过敏试验法、破伤风抗毒素过敏试验及脱敏注射法、链霉素过敏试验及过敏反应的处理。

（5）熟悉影响药物疗效的因素。

（6）了解药物的种类、领取、给药途径、静脉注射法、青霉素过敏发生的机制。

第十四章 静脉输液与输血

1.考试内容

（1）静脉输液的原理及目的、静脉输液的常用溶液及作用、常用输液部位、常用静脉输液法及注意事

项、输液滴速及时间计算、常见输故障及排除方法、常见输液反应及护理

（2）静脉输血的目的及原则、血液制品的种类、静脉输血的适应证及禁忌证、静脉输血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自体输血和成分输血、常见输血反应及护理

2. 考试要求

（1）掌握密闭式静脉输液法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输液速度与时间的计算，常见输液故障及处理，

常见输液反应及处理。

（2）掌握静脉输血的目的和原则、静脉输血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常见输血反应及处理。

（3）熟悉静脉输液的常用溶液、血液制品的种类及适应证、成分输血与自体输血法。

（4）了解外周中心静脉置管输液法、输液泵的使用、输液微粒污染及预防、血型和交叉配血试验、输

血反应和意外的监测与报告。

第十五章 标本采集

1.考试内容

（1）标本采集的原则、血液标本采集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尿标本采集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粪便标本采集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3）熟悉痰标本采集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咽拭子采集法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 考试要求

（1）掌握标本采集的原则、血液标本采集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尿标本采集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粪便标本采集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熟悉痰标本采集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咽拭子采集法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第十六章 疼痛病人的护理

1.考试内容

（1）疼痛、痛觉、痛反应、疼痛阈、疼痛耐受力的概念

（2）疼痛的分类、疼痛对个体的影响、影响疼痛的因素、疼痛的护理评估、疼痛的护理措施

2. 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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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疼痛的概念、疼痛的护理评估、疼痛的护理措施、疼痛的健康教育和随访。

（2）熟悉影响疼痛的因素、疼痛的原因、疼痛对个体的影响。

（3）了解疼痛的发生机制、疼痛的分类。

第十七章 病情观察及危重症病人的管理

1.考试内容

（1）意识状态、意识障碍、轻度昏迷、深度昏迷的概念、危重病人病情观察、危重病人抢救工作的组

织管理与抢救设备管理、危重病人的护理、

（2）洗胃的目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2. 考试要求

（1）掌握危重病人的护理、洗胃的目的、操作方法、注意事项。

（2）熟悉危重病人病情观察的内容、危重病人抢救工作的组织管理与抢救设备管理。

（3）了解人工呼吸器。

第十八章 临终护理

1.考试内容

（1）临终关怀、濒死、脑死亡的概念

（2）临终关怀的理念和组织形式、死亡过程的分期

（3）临终病人的生理评估及护理、临终病人的心理评估及护理

（4）死亡后的护理

2. 考试要求

（1）掌握临濒死、死亡的定义、死亡的标准、死亡过程的分期、临终病人的护理。

（2）熟悉临终关怀的理念和组织形式、死亡后的护理。

（3）了解临终关怀的发展史和内容、临终病人家属的护理、丧亲者的护理。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试卷题型比例

单项选择题：约占 50%；

名词解释：约占 15%；

简答题：约占 15%；

案例分析：约占 20%。

三、试卷题型示例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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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50 分，将正确答案序号填在题后面的表内)

1.不宜使用热水坐浴的病人是_E___

A.痔疮手术后

B.肛门部充血

C.外阴部炎症

D.肛裂感染

E.急性盆腔炎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 3分，共 5小题，共 15 分）

压疮：

压疮是指身体局部组织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局部组织持续抽血、缺氧，营养缺乏，致使皮肤失去

正常功能而引起的局限性组织破损和坏死，通常位于骨隆突处，由压力所致。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有 3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1、热疗法的目的：①促进炎症的消散和局限（2分）②减轻疼痛（1 分）③减轻深部组织充血（1分）

④保暖与舒适（1 分）

四、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有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患者崔某，女性，28 岁，在输液过程中，患者突然出现胸闷、气促、呼吸困难伴濒死感，体查：患

者呼吸困难，端坐位、口唇、指甲严重紫绀，体查：胸部听诊心前区有水泡音

问：

（1）病人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2 分）

（2）出现此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什么？（2分）

（3）护士应采取哪些护理措施解决出现的问题？（6分）

答：

（1）空气栓塞

（2）输入了空气

（3）措施

①立即将病人置于左侧卧位，并保持头低足高位，避免空气阻塞肺动脉入口。（2 分）

②给予高流量吸氧，提高病人的血氧浓度，纠正缺氧状态。（2 分）

③有条件时可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抽出空气。（1分）

④严密观察病人病情变化。（1 分）

Ⅳ参考书目

《基础护理学》的考试参考书目为 李小寒、尚小梅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 6版《基础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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