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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外科学硕士专业学位（105702）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秉承“为国家改革发展服务，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为地方经

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服务”的办

学宗旨，弘扬“惟学、惟人、求强、求精”的校训，以“培养适应社

会进步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实践型、创新型、

创业型人才”为目标，培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掌握 中医外科学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中医外科

创新研究能力，能够承担科学研究、临床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

良好综合素质和宽广国际视野的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的具体培养目

标如下：

（一）思政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热爱祖国，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3.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崇

尚学术诚信。

4.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法治素养和思想品德。

（二）知识目标

1.系统了解

中医基础科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中医

内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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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熟悉

中医外科学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临床实

践技能，具备较好的外科手术操作能力。

3.具体掌握

中医外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临床实践知识、最新科研动态等。

（三）能力目标

1.自主学习能力

具有能自主学习并且运用所掌握的中医外科学及相关学科理论

和方法，解决中医外科学领域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完成学位论文，并

通过答辩。

2.科研创新能力

具备知识研究点的敏感性和创新能力，能够发现科研创新点，且

能够对创新点具备进行研究的思维和能力。

3.岗位胜任能力

具有一定的临床工作能力，熟悉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掌握疾病

的临床诊断要点和治疗关键，拥有良好的服务意识，能灵活处理医患

关系。

4.协调管理能力

具备科学的组织设计、善于运用组织形式，使工作过程中人力、

物力得到最大的优化及效率的能力。

5.外文运用能力

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四）情感目标

1.职业道德

使学生专业思想得到进一步巩固，具有热爱中医学事业的责任感

和事业心。

2.团队精神

具备团队协作精神，服务精神和大局意识。

3.爱岗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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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他人，尊重自然，热爱中医药事业，尊重中医临床职业，不

玷污，不贬低中医职业。从业期间，保持对医德的时刻警醒，始

终以优秀的职业道德贯穿中医药事业。

二、研究方向

(一)中医药防治皮肤疮疡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二)中医药防治男科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三)中医药防治肛肠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三、学习年限

本专业研究生的学制为 3 年，在校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在完成

学位课程的同时，进行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科研实践和学位论

文写作等活动。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采用理论学习、临床轮训与跟师学习相结合的方式，以临

床轮训为主。在二级学科范围内临床轮转的同时，必须在规定学习期

限内完成必须的课程和学分，应达到的要求及论文水平的标准按照学

位授予标准进行。研究生培养采取导师、导师组共同指导，研究方向

应把握学科发展的主流和趋势，并结合本学科的实际情况确定，应注

意根据研究生的专业水平和临床技能的提高及发展，有计划地实施培

养过程。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的理论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课、专业基础理论课、专业课，

总学分 24 学分；临床实践及学术活动共 9学分。课程学习主要利用

晚上和周末时间进行。课程教学可采取集中授课、网络教学、专题讲

座、案例研讨等方式进行。重视名老中医药专家经验总结与传承，激

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临床与科研相结合。

公共课（政治理论课、外语课等）由研究生院负责安排；专业基

础理论课（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

安排；专业课由各培训医院负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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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Ⅰ Ⅱ

公共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0 √

自然辩证法 16 1.0 √

英语 32 2.0 √

医学统计学 32 2.0 √

论文写作指导 16 1.0 √

体美劳教育 16 1.0 √

文献检索 16 1.0 √

科研思路与方法 32 1.0 √

科学伦理与学术规范 16 1 √

基础理论课

（中医住院

医师规范化

培训公共科

目）

医学伦理

96 6.0

√

卫生法规 √

循证医学 √

传染病防治 √

流行病学 √

精神卫生 √

职业病防治 √

食源性疾病防治 √

临床思维与沟通技巧 √

传统文化与中医经典导读 √

专业课
中医外科学研究△ 48 3

√
中医外科学进展△ 48 3

临床实践

通科轮训：24 个月，第一、第二学年

住院医师培训临床实践（各科出科考核

及年度考核）

5.0

专科轮训：9个月第三学年住院医师培

训临床实践（年度考核、结业综合考核）
3.0

学术活动 8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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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设置可参考《研究生核心

课程指南（试行）》）；2.每学分为 16 课时。

（一）课程考核一般采用笔试方式，如课程需要也可采用其他考

查方式；课程一般采用百分制评定，学位课程至少 70 分合格，非学

位课程至少 60 分及格。研究生英语考试分为英语课程考试和英语学

位课程考试，具体要求按《江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英语考试及成绩认

定暂行规定》等有关文件执行。

六、临床能力训练

（一）严格按照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试行）》、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的有关要求，接受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的临床轮转实践训练,以提高临床实践能力为主。

（二） 临床轮转按照要求在临床培训基地规定的科室轮转培训

时间不少于 33个月，参加培训基地的专业领域相关科室的临床诊疗

工作，接受临床基本技能训练，同时学习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临床轮

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4个月，第二阶段为 9 个月。

第一阶段为通科知识训练。在中医各专科轮转培训，培养中医临

床工作能力，掌握相关的西医基本技能。主要轮训科室为中医内科、

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针灸科、推拿科、中医康复科、中

医骨伤科、中医耳鼻喉科、中医眼科。辅助科室主要以诊断方法训练

为主，中药房以辨识各类中药饮片及了解品种调剂为主。

第二阶段为专科训练。在所学专业进行定向专业培训，以强化专

业知识和临床技能为主，提高中医专科疾病的诊疗能力，掌握中医专

科诊疗规范、临床操作技术、中医专科特色疗法、相关学科西医的基

本技能，熟悉相关辅助科室的检查检验内容和诊断方法。研究生根据

专业选择在相应的专业领域病房、门诊以及密切相关科室轮训。并在

导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

（三）跟师学习。根据临床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各培训基地均应

将师承培养方式融入到培训之中，跟师学习根据指导教师的临诊时间

可与临床轮训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同步进行，每周半天，累计时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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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少于 3 个月。培训期间，可依据导师培养习惯，采用抄方学艺、一

对一传授、病例分析、文献研究等多种形式总结导师学术思想、诊疗

思路或临证经验。

（四）不同专业的研究生进入培训医院后的轮转按照《中医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试行）》和《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实施细则》的要求进行实施与考核。

七、考核与评定

（一）研究生将每天完成的培训内容如实填写《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手册（试行）》、《临床案例》和《跟师学

习笔记》，指导医师和导师定期审核后签字，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

容及参加结业综合考核的依据。

（二）公共课考核：理论考试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

（三）基础理论课（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考核：

由继续教育学院自命题，在课程结束后组织考试，可以笔试的形式或

笔试加临床技能考核的形式进行，考试成绩及时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四）专业课考核：由各培训基地自命题，在课程结束后组织考

试，可以笔试的形式或笔试加临床技能考核的形式进行，考试成绩及

时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五）出科考核：按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考核要求进行，

每轮转完一个科室，由科室指导小组对研究生进行考核。考核结束后，

将考核合格的研究生名单及成绩报送至各培训医院管理部门备案。

（六）年度考核：按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考核要求进行，

由培训基地管理部门统一组织，重点考核研究生该年度临床业务能力、

工作成绩、完成培训内容的时间和数量。考核结束后，各培训医院将

考核合格的研究生名单及成绩报送至继续教育学院备案。

（七）结业综合考核：按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考核要求

进行，由中医住院医师规培主管组织进行。

八、科研与教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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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读期间应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收集、病例观察、医学统

计、循证医学等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培养临床科研思维和分析运用

能力。参加中医学生的见习、实习等教学工作，包括参与临床带教、

教学查房和小讲课等；参加院内专题讲座及病例讨论会。

九、学位论文与答辩

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

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

（一）选题

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的同时，应广泛阅读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

熟悉本专业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在导师指导下，拟定研究课题。

（二）开题

研究生在开题前写出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并在第三学期末之前

作开题报告，要求由相关专业 5名以上副教授以上职称组成专家组，

听取研究生的课题设计，并提出修改建议。开题报告通过后，报研究

生院备案。

（三）论文中期汇报检查

研究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应按计划定期作课题进展情况报告，

并有详细记录。

（四）学位论文的撰写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课题研究成果独立撰写学位论文。学

位论文应符合《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1—2006）和《江

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要求与写作规范》的要求。

（五）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完成后，经导师（导师指导小组）、所在学位授权点负

责人审核同意后，进入重复率检测、预答辩、双盲评阅等环节，合格

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具体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江西中医药大学学位论文工作及答辩规定》等有关文件执行。

十、学位申请与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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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条件

1．完成学位授予单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2．取得《医师资格证书》；

3．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

证书》；

4．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达到了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要求后，向所在学位授予

单位研究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中医硕

士专业学位，颁发中医硕士专业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十一、分流机制

学位授予单位应按照研究生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制订相关政策，对

不适宜继续按照中医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研究生进行合理分流。

（一）第二学年内未获得《医师资格证书》，根据学生意愿，允

许其申请转入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渠道，但应按照学术学位研究生的

培养要求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和论文答辩。

（二）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通过学位课程考核、医师资格考

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或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批

准，可适当延长学习年限。

（三）对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完成学位

课程考核，但未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可对其进

行毕业考核和论文答辩，准予毕业。毕业后三年内取得《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可回原学位授予单位申请中医硕士专业学位。

十二、本培养方案由中医外科学学位授权点负责解释。

学位授权点负责人：王万春

撰写人：毛文丽

所在院（部）负责人： 所在院（部）盖章：

时间：2022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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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医外科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考核指标体系（规培

标准）

一、理论知识

1.中医外科三大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

2.中医外科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3.中医外科内治法总则。

4.中医外科外治法总则及常用外用制剂临床适应症。

5.中医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临床特点、中医

辨证分析及治疗方法。

6.采用正确的专业术语书写中医外科门诊和住院病历。

7.疑难危重疾病的处理原则及抢救方法。

二、诊疗操作技能

要求 操作技术名称

掌握

中医外科望、闻、问、切四诊的技能

中药化腐清创术、中药涂擦治疗术、中药塌渍疗法、箍围疗

法、中药直肠滴入、中药熏洗疗法、穴位贴敷疗法、火针疗

法、拔罐疗法、封包疗法、尿道灌注疗法、中药塌渍法、中

药湿敷法、挂线疗法、拖线疗法、注射疗法

熟悉
截趾术、皮肤切除性清创术、肛周脓肿一次性根治术、IPL、

良性赘生物激光治疗术、果酸换肤术

了解
带蒂皮瓣转移术、取皮植皮术、肛门成形术、腹腔镜下直肠

癌全系膜切除术（TME），结肠癌全结肠系膜切除术（CME）

三、要求掌握的病种、方剂

中医病证

蛇串疮、热疮、疥疮、癣、漆疮、药疹、瘾疹、湿疮、白疕、粉

刺、面游风、油风、瓜藤缠、红蝴蝶疮、丹毒、痈、褥疮、筋瘤、

臁疮、脱疽、痈、有头疽、毒蛇咬伤、精浊、精癃、痔、肛漏、

肛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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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方剂：

犀角地黄汤、桃红四物汤、血府逐瘀汤、桂枝汤、麻黄桂枝各半

汤、银翘散、桑菊饮、消风散、四物消风饮、当归饮子、导赤散、托

里消毒散、当归四逆汤、地黄饮子、生脉散、生肌散、麻黄连翘赤豆

汤、茵陈蒿汤、四妙勇安汤、黄连解毒汤、五味消毒饮、龙胆泻肝汤、

萆薢胜湿汤、参苓白术散、补阳还五汤、枇杷清肺饮、拔毒生肌散、

知柏地黄汤、五神汤、仙方活命饮、四物汤、四妙散、八珍汤、人参

养荣汤、二陈汤、阳和汤、阳和熟地汤、二味拔毒散、七宝美髯丹、

八正散、三黄洗剂、逍遥散、柴胡疏肝散、天麻钩藤饮、五仁汤、五

神汤、牛蒡解肌汤、化坚二陈丸、丹栀逍遥散、化斑解毒汤、小蓟饮

子、清胃散、除湿胃苓汤、六味地黄丸、肾气丸、知柏地黄丸、杞菊

地黄丸、左归丸、右归丸、固精丸、透脓散、小金丹、玉露散、金黄

散、大黄蛰虫丸、千金散、冰硼散、红油膏、生肌玉红膏、补骨脂酊、

侧柏叶酊、消痔散、黄连膏。

西医病种

带状疱疹、单纯疱疹、疥疮、接触性皮炎、药物性皮炎、荨麻疹、

湿疹、痤疮、银屑病、脂溢性皮炎、斑秃、结节性红斑、红斑狼

疮、丹毒、痈、褥疮、静脉曲张、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

溃疡、糖尿病足、蜂窝织炎、毒蛇咬伤、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症、痔疮、肛瘘、肛周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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