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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辽宁省J~隹 (西医)系列高级

专业技术资       ;l丬孰l⒓

蜘      旬通知

各市卫生计生委,省属高等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省直各有关单位,

委直属各单位:

根据省人社厅、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印发<辽宁省 (西医)系

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及评审专业目录)(修订)的通

知》(辽卫传 (2016)23s号 ),我委组织专家重新修订了临床营养、

放射医学技术、外科护理、流行病学、理化检验技术、微生物检验

技术、疼痛学、康复医学治疗技术的业务能力等级标准,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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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部分修订专业业务能力等级标准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⒛17年 4月 ⒛ 日印发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

Ⅷ撂嚣嚣嚣骼鐾髂蹬酬



附件:部分修订专业业务能力等级标准

0s-l丨勃磔羁巛 天赳Ⅲ勇能力 )

(⒛ 17年修订)

一、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脂血症、痛风、骨质疏松、贫血、

原发性高血压病的诊疗原则 (包括辅助检查、营养基础和药物治疗

原则)。 短肠综合征、急性胰腺炎、肝性脑病、胆囊炎与胆石症、

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透析的营养代谢特
'点
,诊疗原则 (包

括辅助检查、营养和药物治疗原则)。 术前和术后营养支持原则。

二、对严重创伤、大手术前后、大面积烧伤、小儿重度营养不

良(夸希奥克综合症)和其他病因所致的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的病

人制定营养治疗原则和营养实施方案。婴幼儿的生长发育特点、其

喂养原则以及常见营养素缺乏的诊治原则,小儿能量需求的计算原

则。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慢性肾功能衰竭、冠心病、心力衰竭、恶

性肿瘤患者的营养代谢特冫点’诊疗原则包括 (辅助检查、营养和药

物治疗原则)。

三、高脂血症和肥胖的诊断及其诊治原则。水、电解质和酸碱

平衡紊乱的诊治原则 。遗传性疾病 (如苯丙酮尿症、糖原累积病、

半乳糖血症)的病因、临床表现及诊治。

四、甲状腺疾病 (甲亢、甲减)营养代谢特点与诊治原则 (包

括辅助检查、营养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原则)。 孕产妇的营养代谢

特冫点及能量补充原则,妊娠糖尿病诊治原则。消化性溃疡、炎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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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急性胰腺炎、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性脑病的营养代谢特
`点

、

诊治原则 (包括辅助检查、营养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原则)。

五、常见肠内营养制剂的种类、特点及其适应症;常见管饲并

发症的表现、原因及防治措施。急性脑血管病 (脑卒中)营养代谢

特点、诊治原则。钙、磷、维生素代谢障碍性骨病的诊断标准及治

疗原则。

六、合理膳食构成及每天食物种类。常见治疗膳食的种类,为

糖尿病、慢性肾衰竭、月巴胖症、消化性溃疡患者等设计食谱及能量

计算。肠内营养的途径及适应证,实施管饲时主要营养监测指标及

并发症。

七、各种治疗膳食 (高蛋白膳食、低蛋白膳食、高能量、低能

量、限脂肪膳食、低饱和脂肪、低胆固醇膳食、高钾/f氐钾膳食、

限钠膳食、高纤维膳食、少渣膳食、低嘌呤膳食)的适应症。常见

维生素缺乏 ( A、 B族、C、 D)  的临床表现及过量的危害,治

疗原则,常见常量、微量元素 (铁、钙、磷、镁、碘、硒等)缺乏

的临床表现及过量的危害,治疗原则。营养代谢性疾病有几种,了

解基本症状体征及诊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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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一放射医学技术 (专业业务能力 )

(⒛17年修订)

一、MR、 Cy「、DSA的正确操作、应用及原理;影像传输及存贮

设各 (PACS)的应用及原理。

高能 X(Υ )射线全身照射技术与剂量学方法;组织间照射技

术与剂量学方法;sBRT、 CRT、 IMRT、 IGRT、 ART、 VMAT照射技术;

SBRT、 CRT、 IMRT、 IGRT的 QA与 ∝ (验证);ART和 Ⅷ町 治疗技术

的主要特
'点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基本组成和常见故障的诊断与

维修。

放射性药物的质量控制;放射性药品的使用与管理;核医学设

备的质控。

二、MR、 σ、DSA、 DR、 CR设备的安装设计、日常校正及图像

后处理技术;数字打印输出设备的安装、日常校正及常见故障的排

除;掌握数字打印输出设备的测试和标准。

大面积不规则照射技术与剂量计算方法;近距离放疗放射源的

刻度方法;高能X(Y)射线、电子束吸收剂量的校准方法;SBRT、

CRT、 IMRT、 IGRT、 ART的计划设计;临床常用物理数据的测量方法;

场所计量仪的一般特性;加速器,常规模拟定位机以及 σ 模拟机

的基本结构和原理;EPID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ICRU50号和 62

号报告对靶区的定义。

放射防护的基本原则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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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握各部位σ 增强扫描技术操作的应用;掌握各部位 MR

增强扫描技术操作的应用;熟练完成DSA等各种特殊造影检查技术

操作。

射线质的测定;人体曲面及组织不均匀性的修正方法;半野、

不对称野照射技术与剂量计算方法;高能X射线和电子束照射的治

疗计划设计;力口速器、℃o治疗机、后装机、模拟定位机以及CT模

拟机等一般故障的诊断与维修。

核素显像 (含正电子显像)的基本原理;多模态显像的种类和

临床意义;放射性核素治疗的基本原理。

四、MR、 σ、DSA、 DR、 CR数字胃肠等设各日常维护保养;常

见故障的排除及维修。

等中心照射技术;固定楔形板和动态楔形的应用技术;腔内照

射剂量学方法;头颈部和乳腺肿瘤放疗的模拟定位、摆位技术;胸

腹部肿瘤放疗的模拟定位、摆位技术;所有肿瘤患者的σ 模拟定

位技术。

肿瘤显像;骨、关节显像;甲状腺功能测定和显像;甲状旁腺

显像;肾动态显像;肝胆动态显像;心肌血流灌注显像;脑血流灌

注显像。

五、数字胃肠X线机、数字Ⅹ线机安装设计、调试。

加速器、℃o治疗机输出剂量的测定;加速器、℃o治疗机、

后装机、模拟定位机、CT模拟机机房的防护设计;利用TPS设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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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放疗计划;近距离放疗管内照射剂量学方法;高能Ⅹ(Y)射线、

电子束适形铅挡块的制作技术。

nI治
疗甲亢、分化型甲癌;肿瘤骨转移的治疗。

六、MR、 Cyr、 DSA、 DR、 CR图像后处理技术成像原理 (包括多

层螺旋 MR、 σ 三维重建技术、MR、 σ血管成像技术、Cy「 仿真内镜

技术等)。

共面、非共面相邻野的计划设计和剂量计算方法;射野输出因

子、体模散射因子的测定;近距离放疗的计划设计;近距离放疗定

位技术;夕卜照射体外固定装置的种类和应用;肿瘤放射治疗参数的

描述;换后装治疗机放射源的操作方法;℃o治疗机,加速器常见故

障的诊断与维修;患者及工作人员的辐射防护;多野交角照射的剂

量计算。

标记免疫分析的基本原理和质控。

七、常规部位摄影技术;特殊复杂部位如:乳突徐、麦氏位、

视神经孔位、汤氏位、胸骨正位髌骨轴位等摄影技术,标准片的判

定标准。

放射治疗的基本目标是什么? 靶区适合度定义? 调强的定

义?辐射防护三原则是什么?简述调强方式基本上划分为哪六类

和哪十种方法?目 前高剂量后装治疗主要用哪几种放射性同位

素?简述断层放射治疗基本原理。

甲状腺摄
Ⅲ
I率、肾图检测的原理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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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夕唧 (1肀」LⅡΞ为咱泛丿0)

(⒛17年修订)

一、各种脏器移植或再植手术前后的护理 (心、肺、肝、肾移

植、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断肢再植术、游离皮片移植);心脏瓣

膜置换术的护理;动脉瘤介入治疗的护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护

理;人工晶体植入术的护理;角膜移植术的护理;视网膜切开脉络

膜新生血管取出术的护理;玻璃体切割术的护理;喉全切除术、喉

次全切除术的护理;下咽、食管上段切除的护理;环咽吻合术的护

理;人工耳蜗植入的护理;口腔癌、舌癌、牙龈癌手术的护理;上、

下颌骨切除术的护理;种植牙的护理。

二、胸主动脉瘤手术的护理;颅内肿瘤手术的护理;门脉高压

症手术的护理;食道癌手术的护理;腰椎管狭窄手术的护理;青光

眼的护理;白 内障的护理;眼肿瘤的护理;视网膜脱离的护理;交

感性眼内炎的护理;喉阻塞手术的护理;鼻咽癌的护理;口腔颌面

部恶性肿瘤扩大切除术的护理;化脓性颌面间隙感染的护理;涎腺

炎的护理。

三、重症监护各类导管的护理;呼吸功能及循环系统血流动力

学监测;气道管理和人工呼吸机监护技术;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

护理;视神经炎的护理;角膜炎的护理;视网膜动脉阻塞的护理;

耳源性颅内并发症的护理;头颈部复合外伤的护理;咽后脓肿的护

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手术的护理;牙髓病和根尖

周病的护理;牙体硬组织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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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呼吸衰竭、心力衰竭、肾功衰竭、肝性脑病的抢救及护理;

心脏骤停的抢救及护理;脑疝的抢救及护理;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病人的非手术护理;眼底血管造影的护理;葡萄膜炎的护理;扁桃

体周脓肿穿刺切开术、咽后脓肿穿刺术的护理;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的护理;唇裂、腭裂手术的护理;腮腺肿物摘除术的护理;舌下腺

肿物摘除术的护理;牙列缺损病人的护理。

五、休克、截瘫病人的护理;颅脑损伤、泌尿系外伤的抢救及

护理;外科急腹症观察及护理;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护理;甲状腺癌

的护理;斜视手术的护理;眼球穿通伤的护理;扁桃体炎手术的护

理;鼻内窥镜手术的护理;鼻中隔偏曲手术的护理;声带息肉手术

的护理;拔牙的护理;口腔错颌畸形的护理;牙周病的护理。

六、昏迷病人的护理;胸外伤、肝脾破裂、多发性骨折的抢救

及护理;胃部手术的护理;泌尿系恶性肿瘤的护理;角膜溃疡的护

理;玻璃体积血的护理;急性会厌炎、急性喉炎的护理;气管、支

气管异物急救的护理;鼻出血的护理;复发性口腔溃疡、口腔黏膜

白斑的护理;牙髓炎的护理;口腔底蜂窝组织炎的护理。

七、腰穿、腹穿、胸穿的护理;静脉置管术的护理;肠内外营

养的护理;眼科常见手术的护理;眼化学伤的护理;耳鼻咽喉科常

见手术的护理;耳鼻咽喉科常用专科护理技术操作及护理;口腔科

病人的检查及护理配合;田腔颌面部常见手术的护理;口腔科常用

专科操作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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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蔗 删 蹋 拗 )

(⒛ 17年修订)

一、系统掌握描述流行病学、分析流行病学、病例对照研究、

实验流行病学、理论流行病学或现场流行病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1.应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解决本省重大传染病的预防、监测、

预测、预警、评估、处置、控制、评价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2.应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解决本省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

监测、预测、预警、评估、处置、控制、评价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3.应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解决本省地方病的预防策略、措施、

监测、预测、预警、评估、处置、控制、评价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4.应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解决本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

测、预测、预警、评估、处置、控制、评价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二、了解重大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地方病的种类、病

因、危害和防控。

1.能够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明原因疾病、异常反应、

重大暴发疫情的调查、控制、处置、得出结论,完成方案制定、措

施落实、资料分析,总结报告。

2.能够承担本地主要慢性传染性疾病 (结核病)、 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 (含伤害、精神卫生)和地方病的调查、控制、预防策略、

措施的研究工作,完成方案制定、资料分析、病因推论,总结报告。

三、指导本级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地方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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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染性疾病。流行时查明主导传播因素,明确病因,提出

防控措施;对现行传染病监测资料进行分析,提出预测、预警、评

估、评价报告,指导本级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措施调整;应用卫生统

计学方法、实验室检测技术方法综合分析流调资料,提高预防控制

水平。

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流行病学现场调查,明确病因,

提出防制措施;采用先进技术和规范方法对监测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与评价,确定影响本地区居民健康的主要慢性病及危险因素。

3.地方病。开展流行病学现场调查,明确流行情况,提出防

制措施;结合条例、国家标准、地方病控制和消除考核评价办法进

行评价分析,指导本级地方病预防控制措施调整;采用卫生统计学

方法、实验室检测技术方法分析调查资料,提高预防控制水平。

四、制定实施本地区常见传染病 (如计划免疫、结核病、AIDS

病等)、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地方病工作方案,或根据疾病监测和

疫情分析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疾病预防控制计划、方案、指南、实施

办法。

1.开展本地区传染病、慢性病及地方病的发病、患病、死亡、

危险因素监测,利用监测资料评价干预效果;

2.掌握常见传染病、慢性病及地方病诊断标准、治疗原则及管

理方式;

3.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独立现场调查和紧急处理措施与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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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承担编写疾病预防控制教材、教案、授课、培训基层

专业人员的能力 ;

五、能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地方病的调查处理。

1.能承担本辖区传染病暴发疫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地方

病的专题调查;

2.协助上级医师进行重大传染病爆发疫情、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地方病及危险因素的相关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工作;

六、对本地区发生重
'点
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能进行核实诊

断或随访,做好调查处置。

1.对本地区发生的法定报告传染病进行核实诊断、疫区调查

处理并形成调查处置报告;

2.对本地区不明原因死亡及恶性肿瘤相关信息进行随访核

实,开展漏报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

3.对本地区的地方病病例进行随访核实,开展病情和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

4.具有组织并指导有关专业人员开展地方病、慢性传染性病人

和慢性非传染性病人健康管理的能力;

七、能承担疫冫点疫区的现场处理。

1.实施免疫接种;

2.具有与有关专业人员合作开展地方病、慢性传染性病人和

慢性非传染性病人健康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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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碉靴翻渊沭 (电删隆能

"(⒛ 17年修订)

一、掌握本专业国内外的新技术和新进展;主持研制新方法;

主持制定和编写国家标准方法;台邕够对国家标准检验方法中的问题

提出修改意见;了解相关学科近年来的发展情况。

二、能够进行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样品及其它健康

相关产品样品中未知物定性、定量分析;掌握中毒现场调查的方法,

具有现场采样和样品检测的设计和运行能力。

三、全面掌握食品、化妆品、饮用水、消毒产品、职业卫生等

样品的采集、处理和检测;了 解色谱/质谱联用分析(GC/MS、 LC/MS)、

光谱/质谱联用分析 (ICP-Ms)等联用技术原理和应用范围。

四、熟练掌握色谱分析、光谱分析、电化学分析的原理和应用

技术开展检测工作,指导下级人员解决实验中的疑难问题;熟练应

用理化检验过程中质量控制措施,并能够用于结果评价。

五、掌握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饮用水、职业卫生等方面

的标准检验方法 (规范)的原理和技术;能解决实际运用中的疑难

技术问题;并根据标准 (规范)做出评价。

六、按国家标准检验方法和规范,对生活饮用水、食品、消毒

产品、职业卫生样品开展检测,并能够正确完成检验报告和结果判

定。

七、掌握滴定分析、重量分析等基本定量方法的原理和适用条

件;能解决实际工作中一般技术问题;熟练掌握数字修约和分析数

据处理保证实验结果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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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一微生物检验技术 (专业业务能力 )

(⒛ 17年修订)

一、对原因不明微生物感染、微生物污染及新发现的微生物进

行较为系统的实验室研究,证实其病原性与发生感染或污染的关

系,熟知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二、对本地区首次发现的重要的病原微生物进行系统的鉴定,

通过动物实验、生物学实验、分子生物学实验证实其病原性和人群

感染、环境污染的关系,熟知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三、掌握微生物检验技术包括食品微生物、环境微生物、消毒

微生物的国家标准方法、技术规范,掌握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四、掌握微生物检验技术中重要分子生物学检验方法:如扩增

技术原理、测序技术和原理、核酸切割分析技术和原理、蛋白分析

技术和原理,掌握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五、掌握微生物检验技术中常用技术和方法,如:PCR技术、

酶联免疫技术、核酸探针技术、单克隆抗体技术、免疫荧光技术、

噬菌体分型技术等,掌握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六、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开展食品微生物、环境微生物、

消毒微生物的检验技术,对常见病原微生物可进行鉴定、血清分型,

掌握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七、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开展食品微生物、环境微生物、

消毒微生物及常见传染后疫区的样品采集并可开展现场快速检测,

掌握样品采集的无菌及均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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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亠-扌犭吝讠疗辛早专学室(    )

(⒛17年修订)

一、腰腿痛的间盘介入治疗;鞘内药物输注系统植入术;脊髓

电刺激技术;椎间孔狭窄镜下椎间孔成形术;镜下脊神经后支松解

术;等离子技术。

二、三叉神经半月神经节射频治疗;舌咽神经射频治疗;颈交

感神经节的神经调控技术;胸交感神经节的射频或化学毁损术;神

经病理性疼痛的诊疗原则。

三、颈源性头痛的诊疗;中枢痛诊疗;幻肢痛的诊疗;椎间盘

源性腰痛的诊疗;内脏神经或腹腔神经丛毁损术。

四、月围性面神经麻痹诊疗;突发性神经性耳聋诊疗;臂丛神

经损伤后神经痛诊疗;腰椎手术失败综合征诊疗;腰脊神经后支卡

压综合征诊疗;骶髂关节源性疼痛诊疗;颈腰椎小关节疼痛的注射

及射频治疗。

五、腰交感神经射频或化学毁损术;周围神经电刺激;糖尿病

周围神经变诊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诊疗。

六、颈椎病的神经阻滞技术 (含超声定位);周 围神经射频镇

痛术;强直性脊柱炎诊疗;肌筋膜炎诊疗。

七、各类神经痛、退行性骨关节病的诊疗;神经炎病变的诊疗;

癌性疼痛的诊疗;冲击波治疗;退行性椎间盘病变的诊疗;骨性关

节炎的注射技术;软组织疼痛的注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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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司 鼬 陶 渤 )

(⒛ 17年修订)

一、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康复治疗技术。

二、脊髓损伤、颅脑损伤的康复治疗技术。

三、脑血管病、人工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治疗技术。

四、周围神经损伤、骨折、脑瘫的康复治疗技术。

五、运动创伤、关节炎的康复治疗技术。

六、颈肩腰腿痛的康复治疗技术。

七、局部感染性疾病、慢性疼痛的康复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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