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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考试趋势

一、难度分析

（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篇

明确各单元考试科目，可帮助大家在考前做到心中有数，所谓“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考前哪怕瞥一眼重要知识点，也许考场上遇到了类似考题就会信心

倍增，超常发挥。

2023 年临床执业医师各单元考试科目

第一单元主要考查了：预防医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规、生

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病理生理学、其他等。

考查机制类题目较多，但是难度适中。A1 65 题，A3/4 9 题，其余全部为 A2

题型，没有 B 型题。

第二单元主要考查了：传染病、泌尿系统、运动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

统、内分泌系统、药理等。A1 34 题，A2 73 题，A3/4 29 题，B 14 题。整体

反馈难度不大。考试科目及题型比例与网校的模拟试卷基本契合。

第三单元主要考查了：消化系统、其他、呼吸系统、血液系统、风湿免疫系

统等。整体反馈难度较大，题干信息较长，做题时间紧张，但是大部分内容是网

校老师在课程中讲到的。

第四单元主要考查了：儿科疾病、女性生殖系统、精神神经系统、血液（有

几道，不多）。难度偏难。

（二）临床医师考试特点篇

1.第一单元很多题目在考察病理机制，该内容为考生软肋，建议以后重点加

强该部分内容的学习。第一单元没有了 B 型题，A2 型题增多，说明多学科融合



临床执业医师

交叉的整合型试题增多，基础科目与临床内容相结合，更加灵活，多变。增加了

难度，所以需进一步重视。

2.总体来说 A2 型题进一步增多，A1 型题进一步减少，记忆型题目减少，

理解类题目增加。应用类题目持平。所以考试趋势仍然向更加灵活、临床化的趋

势走向，考查综合能力比较强。

3.明显可以感觉到考试题目越来越灵活，越来越细节化，属于大纲之内，却

又容易让大家忽略，所以很多知识点需要大家换多个思路考虑。

4.针对考题内容要多思考：现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背会了考点就会做题了，

有时候记忆的答案并不是考试要的答案，必须认真分析。

5.注意机考的考试特点——跨题型不可回退，要把握整体的做题时间，不能

过快也不能过慢，非特殊原因尽量不改答案，经过研究证实，未考虑清楚就修改

答案，出错的几率非常大。

二、考试题型

医师资格综合笔试采用 A 型（最佳选择题）和 B 型题（配伍题），共有 A1、

A2、A3、B1 这 4 种题型。

A1 型题（单句型最佳选择题）：每道试题由 1 个题干和 5 个供选择的备选

答案组成。题干以叙述式单句出现，备选答案中只有 1 个是最佳选择，称为正确

答案，其余 4 个均为干扰答案。干扰答案或是完全不正确，或是部分正确。

A2 型题（病例摘要型最佳选择题）：试题结构是由 1 个简要病历作为题干、

5 个供选择的备选答案组成，备选答案中只有 1 个是最佳选择。

A3 型题（病例组型最佳选择题）：试题结构是开始叙述一个以患者为中心

的临床情景，然后提出 2 个～3 个相关问题，每个问题均与开始的临床情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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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测试要点不同，且问题之间相互独立。

B1 型题（标准配伍题）：试题开始是 5 个备选答案，备选答案后提出至少

2 道试题，要求应试者为每一道试题选择一个与其关系密切的答案。在一组试题

中，每个备选答案可以选用一次，也可以选用数次，但也可以一次不选用。

三、考试命题趋势

针对近几年考试分析可以得出，重点仍是重点，超纲的题目比较少，只要能

把大纲要求的知识点掌握了，通过分数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有几点需要提

醒大家：

1.考查的越来越细节化，病理机制很多时候作为主要考点进行考察，需要平

时就累积该类知识点内容。第一单元的内容偏难，第二、三单元相对简单，提示

考察方向：对于临床来说，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病因、病理能更好的进行后

续的诊疗。

2.每个单元的考察科目有所调整，所以不建议考生“循规蹈矩”的按照往年

各单元的考察科目进行死板复习，灵活掌握所有科目的知识点才能应对各单元科

目的变化。

3.多学科交叉，基础难度加大；考查方向灵活，形式多样；基础贴近临床，

界限模糊化。

四、综合复习建议

整体来说，建议大家不要偏科，从近几年考试的方向来看，考试与临床越来

越紧密相关，考试病例题越来越综合，有时候会结合多门科目内容进行考核。考

试题目也越来越细节化，教材上任何一句“不显眼”的语句都有可能成为出题点。

每个科目分值占比都相对平均，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章节的学习，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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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太顺手、甚至是超纲的题目，同样也都会有简单题，

所以不要有太大的顾虑，好好听课，好好做题，相信您会有所收获。

最后，在学习的时候尽可能去理解记忆，现在的考试形式越来越活，要求考

生对知识要活学活用，融会贯通，所以不要局限于某一知识点、某一道题，要通

过做题查漏补缺，举一反三。

学习计划

一、学习顺序

1 消化系统

2 女性生殖系统

3 儿科

4 心血管系统

5 呼吸系统

6 运动系统

7 代谢、内分泌系统

8 血液系统

9 其他相关

10 传染病、性传播疾病

11 风湿免疫性疾病

12 泌尿系统

13 精神神经系统

14 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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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病理学

16 药理学

17 预防医学

18 卫生法规

19 医学心理学

20 医学伦理学

21 解剖学

22 病理生理学

23 医学微生物学

24 生物化学

25 医学免疫学

26 中医学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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