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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已经结束，我们也及时的对考试做出了总结，整体来说

试卷难度较往年变化不大，难度适中。多学科的交融成为总的趋势。随着“一年两试”范围

扩大，部分地区的考试不理想的学员需多了解当地考试政策。下面是 2019年的考情分析，

希望对考生们有所帮助。

基础题目涉及比例缩小，题目更贴近于临床，总体难度适中。

与 2018年相比，基础题目比例缩小且更贴近于临床，难度适中，整体来看，本次考试

单元科目往年变化不大，考题越来越贴近于临床知识的考察而不是教材原有知识点直来直

去。但涉及到的西医内容占比有所增加，而对于中医基础知识的考察比例相对减少，这些对

于今年有机会参加二试的同学而言都较为重要。

第一单元的科目重点、出题点-最易得分点。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的题目相比其他科目较容易些，也是大家的提分点，复习的

时候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熟记，也不能只对重点内容进行复习，要全面兼顾。其中重点

语句一定要理解，例如“独阴不生，独阳不生”、 “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体现的是阴阳的

互根，“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体现的是阴阳的互用。而中药学、方剂

学、针灸学则是需要记忆的知识点比较多，例如中药的性能、功效、应用，穴位的定位、主

治，尤其是配穴方面需要重点复习，方剂学主要考察组成、功用等等，内容虽多，但同时也

是容易得分的知识点。像方剂学中考组成的题目，能够记忆起方歌歌诀等做题自然要顺手，

很多背过即得的分数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

例如：组成药物中含有桂枝的方剂是（ ）

A.乌梅丸

B.芍药汤

C.暖肝煎

D.阳和汤

E.地黄饮子

正确答案：D

西诊、传染病的相关内容大家会觉得相对困难一些，近年来西医内容所占比重也有所增

加，考察范围广，这就需要复习过程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到西医基础知识的复习。例如：咯血

与呕血的鉴别，既有可能考到病因上的鉴别：咯血见于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症，肺炎，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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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呕血见于消化性溃疡，肝硬化，胆道出血，急性糜烂性出血性胃炎。也有可能考到

二者出血方式、血色、出血前症状等方面，所以复习过程中需要我们全面掌握。传染病学有

些难度，复习中应根据分值比例，有的放矢，从全局出发，把握重点，掌握难点。

第二单元的科目重点出题点更侧重于结合临床

中医内科学

考查侧重点一定是辨证论治，难点在于考查病例题，需要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做出

判断，做到会辨病，能辨证，懂治法，知方药。这也体现了考试与临床相结合的趋势。中医

内科学相对比较难，但是如果把中医诊断学、方剂和中药学的基础夯实，中医内科学中无论

是辨证论治还是理法方药，答题时才能融会贯通。例如：

患者，男，27岁。干咳少痰，咳声短促，痰中带血，五心烦热，时有盗汗，形体消瘦，

胸部闷痛隐隐，舌红少苔，脉细数。其诊断是（）

A.咳嗽肺阴亏耗证

B.肺痨肺阴亏损证

C.哮证肺虚证

D.喘证肺虚证

E.虚劳肺阴虚证

正确答案：B

中医外妇儿科目

考查重点跟中医内科学相似，辨证论治为首要，但是外妇儿的方剂一般都是专方专用，

跟内科学的方剂有很大的区别。复习中一定结合习题看书。对有价值的习题，要追根溯源，

确实弄懂。选 A对，那么为什么选其他是错误的。把相关知识点一铺开，也是应对目前考

试知识点分散的趋势。应注意要有重点，但不要偏科。记忆的“秘诀” 是重复多次的学习

和复习虽是必要的，但机械被动，奉命行事，不知其乐地死记硬背永远是事与愿违，毫无裨

益的。大家复习过程中一定要倾注你的全部感情，爱之越深，记之越牢！

伦理学、卫生法规在考试中所占分值很少，但也有可能对是否通过考试起到关键性的作

用，所以在复习过程中，还是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去掌握考点，假如说实在没有时间去复习这

部分内容，大家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去熟知相应知识点。

总而言之 2019年的考试内容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整体上西医内容有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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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也更多的结合临床，知识点更分散，今后复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发散思维的培养以及

多学科交叉式的思考，才能更好的应对考试中的各种变化。希望大家可以根据以上内容结合

自身情况制定出属于自己的学习计划。预祝大家 2020年顺利通过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