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中醫藥學院中醫藥學院中醫藥學院中醫藥學院博士及硕士学位课程博士及硕士学位课程博士及硕士学位课程博士及硕士学位课程 

入学入学入学入学考试考试考试考试大纲及考试说明大纲及考试说明大纲及考试说明大纲及考试说明((((内地考生适用内地考生适用内地考生适用内地考生适用)))) 

 

一一一一、、、、考试时间与形式考试时间与形式考试时间与形式考试时间与形式 

(一一一一) 笔试笔试笔试笔试 

考试时间：博士研究生为 120分钟; 硕士研究生为 60分钟。 

考试形式：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均为闭卷笔试。 

(二二二二) 面试面试面试面试 

博士研究生考生必须进行面试, 一般安排每位考生单独进行, 面试教师至少为

两名或以上。 

硕士研究生考生可酌情安排面试, 在本科学习期间成绩优异者或可免除面试。

需要面试者, 可安排一位或多位考生一起面试, 面试教师至少为两名或以上。 

 

二二二二、、、、研究生课程类别研究生课程类别研究生课程类别研究生课程类别 

(一一一一) 博士学位课程博士学位课程博士学位课程博士学位课程 

1. 中医学博士学位课程中医学博士学位课程中医学博士学位课程中医学博士学位课程 

笔试主要测试考生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以及运用

中医学理论、知识及先前修读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的经验, 开展中医学理论或临床

研究的能力。笔试考试范围参考书目不做具体规定。 

面试主要测试考生先前从事中医学相关研究工作的经验与能力, 及逻辑思维判

断能力和从事中医学创新性研究的发展潜能。 

 

2. 中西医结合博士学位课程中西医结合博士学位课程中西医结合博士学位课程中西医结合博士学位课程 

 笔试主要测试考生掌握中医和西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及

运用中西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开展中西医结合基础或临床研究的能力。笔试考

试范围参考书目不做具体规定。  

面试主要测试考生先前从事中医学或西医学相关研究工作的经验与能力, 及逻

辑思维判断能力和从事中西医结合创新性研究的发展潜能。 

 

3. 中药学博士学位课程中药学博士学位课程中药学博士学位课程中药学博士学位课程 

笔试主要测试考生掌握中药学、药理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化学、中药制剂与

分析等基本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及运用传统中药学和现代药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技

能从事现代中药创新性研究的能力。考试范围参考书目不做具体规定。试卷将分试

卷一和试卷二两份，试卷一为中药化学、中药分析试题，试卷二为药理学/药物生物

活性评价试题，考生可根据自身的研究背景和经验等, 选择其中一份试卷进行应试。 

面试将用英语进行, 主要测试考生先前从事中药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经验

与能力, 及逻辑思维判断能力和从事中药学创新性研究的发展潜能。该课程在学习

期间实行全英文教学。 



 

(二二二二)、、、、硕士学位课程硕士学位课程硕士学位课程硕士学位课程 

1. 中医学硕士学位课程中医学硕士学位课程中医学硕士学位课程中医学硕士学位课程 

笔试内容将按照学生学习专业背景不同设立中医综合试卷、西医综合试卷，中

医学本科毕业生考生可选中医综合卷，西医学专业毕业生可选择西医综合卷进行作

答, 但考生亦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医综合试卷或西医综合试卷进行应试。 

(1) 中医综合卷 

主要了解学生对中医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的程度，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基

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主要

参考书目有：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孙广仁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 8月第 1版。） 

主要参考书籍：《中医基础理论习题集》孙广仁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年 7月第一版。 

《《《《中医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诊断学》》》》（ 朱文锋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家十五规划教材，新世

纪二版教材，2007年） 

主要参考书籍：《中医诊断学学习指导》 朱文锋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

年。 

《《《《中药学中药学中药学中药学》》》》（雷载权 主编,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5年 6月） 

主要参考书籍：《中药学学习指导》雷载权  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8年 6

月。 

《《《《方剂学方剂学方剂学方剂学》》》》（段富津 主编,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5年 6月第 1版） 

《《《《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主编，21世纪课程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2

月）。 

主要参考书籍：《中医内科学》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周仲瑛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年 1月;《临床中医内科学》王永炎主编，北京出

版社，1994年 3月 

(2) 西医综合卷西医综合卷西医综合卷西医综合卷 

主要了解学生对西医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的程度，内容主要包括：生理

学、病理学、诊断学基础、内科学等基本知识与理论。参考书目有： 

《《《《生理学生理学生理学生理学》》》》（施雪筠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4.8.） 

主要参考书籍：《生理学》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第

五版）姚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99年 1月。 

《《《《病理学病理学病理学病理学》》》》（供中医类专业用，魏民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年 6月） 

主要参考书籍：《病理学》（第五版）杨光华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年 2

月;《病理学习题集》,黄玉芳主编,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9年 1月。 

《《《《诊断学基础诊断学基础诊断学基础诊断学基础》》》》（戴万亨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年 1月） 

主要参考书籍：《诊断学》, 第 6版, 陈文彬主编,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 

《《《《内科学内科学内科学内科学》》》》（徐蓉娟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1） 

主要参考书籍：内科学》叶任高主编，第 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课程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课程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课程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课程 

笔试内容主要按照学生学习专业背景不同而设立中西医结合试卷（中医类）和

中西医结合试卷（西医类），其中中西医结合试卷（中医类）的中医学知识比例约

占 80%，西医学知识占 20%左右；中西医结合试卷（西医类）的西医学知识比例约

占 80%，中医学知识占 20%左右。 

一般来说, 中医学专业和西医结合本科毕业考生选择中西医结合试卷（中医

类），西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考生选择中西医结合试卷（西医类）进行作答, 但考生

亦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医综合试卷或西医综合试卷进行应试。 

（1）中西医结合试卷（中医类） 

主要测试考生对中医学临床基础知识和西医学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内容主要

包括：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西医诊断学、西医内科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参

考书目主要有： 

《《《《中医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诊断学》》》》（ 朱文锋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家十五规划教材，新世

纪二版教材，2007年） 

主要参考书籍： 《中医诊断学学习指导》 朱文锋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

年。 

《《《《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 2月） 

主要参考书籍：《中医内科学》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周仲瑛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年 1月; 《临床中医内科学》王永炎主编，北京出

版社，1994年 3月。 

《《《《诊断学基础诊断学基础诊断学基础诊断学基础》》》》（戴万亨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年 1月） 

主要参考书籍：《诊断学》, 第 6版, 陈文彬主编,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 

《《《《内科学内科学内科学内科学》》》》（徐蓉娟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年 1月） 

主要参考书籍：《内科学》叶任高主编，第 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中西医结合试卷中西医结合试卷中西医结合试卷中西医结合试卷（（（（西医类西医类西医类西医类）））） 

主要测试生对西医学临床基础知识和中医学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内容主要包

括药理学、西医诊断学、西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科目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参

考书目主要有： 

《《《《药理学药理学药理学药理学》》》》（第六版, 杨宝峰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籍：《药理学实验方法学》（第三版），徐叔云，卞如濂，陈修主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诊断学基础诊断学基础诊断学基础诊断学基础》》》》（戴万亨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年 1月） 

主要参考书籍：《诊断学》, 第 6版, 陈文彬主编,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 

《《《《内科学内科学内科学内科学》》》》（徐蓉娟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年 1月） 

主要参考书籍：《内科学》叶任高主编，第 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孙广仁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 8月第 1版。） 

主要参考书籍：《中医基础理论习题集》孙广仁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年 7月第一版。 

3. 中药学硕士学位课程中药学硕士学位课程中药学硕士学位课程中药学硕士学位课程 

主要了解学生对中药、中药化学、中药鉴定、中药药剂、中药炮制、中药药理、



中药分析等知识和理论掌握的程度，内容包括：中药学、中药化学、中药鉴定学、

中药药剂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分析的基本知识与理论的掌握程度。

参考书目主要有： 

《中药学》参考“中医综合卷”中《中药学》的要求。  

《中药化学》（肖崇厚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康廷国，第 2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 

《中药药剂学》（张兆旺，第 2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中药炮制学》（叶定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中药药理学》（吴清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中药分析》（王强，罗集鹏，第 1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