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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ＡＣＧＭＥ）是美国住

院医师项目认证机构，其设立的各医学专业住院医师

评审专家委员会（ＲＲＣ），负责评估全国的住院医师培

训项目是否达到住院医师医学教育标准。为了确保住

院医师的教育质量和保证美国的医疗质量，ＡＣＧＭＥ

要求所有专业的住院医师必须掌握六大胜任力，并规

定每个住院医师培训机构在住院医师达标过程中必须

通过临床测试来评估住院医师的进步。六大胜任力包

括：患者服务（ＰＣ）、医学知识（ＭＫ）、基于实践的学习

和提高（ＰＢＬ）、人际关系和沟通技巧（ＩＣＳ）、专业素养

（Ｐ）和基于系统的实践（ＳＢＰ）。放射诊断ＲＲＣ确定了

适用于放射住院医师的“胜任力”，对每一种能力的评

估都建立了相应的临床测评指标和要求。这些信息都

能在ＡＣＧＭＥ的网站上找到，列在本文的参考资料部

分［１］。

放射诊断住院医师培训项目既要达到住院医师培

训项目的要求，又有其特定要求，包括每半年一次对每

位住院医师进行面试、每轮轮转的书面评价、医学物理

学和辐射安全的培训、授课项目和乳腺Ｘ线检查的培

训［２］。而九个亚专业领域中每一个亚专业都有其特殊

要求。每个亚专业都必须有书面课程，对该亚专业的

住院医师每轮轮转的要求、六大胜任力所要求的本亚

专业的相关知识及技能进行明确说明。

为了帮助住院医师项目达到肌骨放射学专业的这

些要求，骨放射学会（ＳＳＲ）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教育

委员会（２００５－２００７）编撰了本课程
［３］。此文档试图为

美国所有住院医师项目的肌骨放射学课程搭建一个基

本框架，希望包含并能足够灵活的满足ＡＣＧＭＥ的要

求，只需做最小程度的改变即能适用于任何特殊的住

院医师培训项目。本文中部分框架结构和内容是直接

采纳或改编自胸部放射学会（ＳＴＲ）教育委员会制订的

心胸放射学课程［４］。

对本课程的内容和结构需要做几点说明。希望这

些说明有助于确保本文档能灵活满足任何住院医师项

目的需要。肌骨放射学教育中几个重要要求没有在本

课程中列出，如肌骨解剖、生理、病理和影像内容的授

课应是任何放射诊断住培项目的一部分。同样地，放

射住院医师必须学习包含大量肌骨影像病例的教学文

档。同时，应鼓励住院医师在肌骨放射轮转期间参加

定期的病例讨论会或教学读片。尽管并非严格要求，

ＡＣＧＭＥ指南也强烈建议住院医师参加相关的跨科室

讨论会，如风湿科、骨科和运动医学科的相关讨论会。

本课程也没有详述肌骨放射轮转期间应阅读的具体书

籍和资料等，因为每个项目都会有自己的建议和要求，

并就此对本文内容进行补充。

本课程中每项技术性目标后面都跟有一个或多个

缩写词，这些缩写词代表每个具体目标所强调的胜任

力。

住院医师肌骨放射轮转的时间最少要求３个月，

本课程安排每轮轮转的时间预计４周或１个月，因此

住院医师将进行３轮轮转。当然，也有很多住培项目

的肌骨放射轮转次数超过３轮，他们可以扩展课程来

满足需要，调整知识和技能性目标，通过４轮或５轮轮

转来完成相关要求。

在某些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中，住院医师在轮转其

它专业项目时，该专业的轮转课程可能覆盖本课程中

所包含的特定“要求和目标”。例如，骨活检在血管和

介入科轮转时均会要求，或脊柱影像可以完全包含在

神经放射的轮转中。此时，可以将这些培训项目从肌

骨课程中删除。同样的，各培训机构可根据具体情况

调整每轮轮转中的要求和目标；例如，在有些地区关节

抽吸术可能是住院医师值班时的重要任务，则这一项

目可以安排在第一轮轮转时进行培训，而不需等到第

二轮轮转时再进行；相反的，有些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中

在项目后期才安排住院医师学习运动医学影像，所以

住院医师直到第三轮轮转时才会学习 ＭＲ关节造影

要求的关节注射术。

本文中包含一份附录，附录内容为肌骨放射学课

程指南，由ＳＳＲ住院和专科医师教育委员会和美国肌

骨放射学会教育委员会在１９９９年编写并出版
［５］，而且

ＳＳＲ教育委员会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进行了修订（但未

出版）［８］。第一版中放射住院医师肌骨放射课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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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性目标”的范围更广，是目前文档中“知识性目

标”的主要来源。当然，住院医师应掌握附录中的大部

分条目，但下文的课程中包含的知识性目标对肌骨放

射的临床实践来说最为重要，应在肌骨放射轮转时进

行广泛学习。

第一轮轮转要求

肌骨放射学第一个４周的轮转完成后，住院医师

能够：

● 掌握第一轮轮转知识性目标和技术性目标涵

盖的内容

● 完成准确简练的Ｘ线报告

● 有效的与病人、临床医生、技师和主管人员交

流

● 理解标准的Ｘ线摄影体位和解剖

● 获取与放射学检查相关的必要的病人信息

● 掌握 Ｘ线摄影的临床指征以及急诊 ＣＴ 和

ＭＲＩ检查的指征

● 具备负责任的职业道德

● 提高医院服务以及效率的项目

● 参与学生和实习医生的教学

具体目标

● 知识性

○ 掌握中轴和附肢骨的正常Ｘ线和ＣＴ解剖

○ 掌握膝关节和肩关节的正常 ＭＲＩ解剖

○ 掌握颈椎、胸椎、腰椎的正常 ＭＲＩ解剖

○ 认识并准确的描述附肢骨常见骨折和脱位

○ 认识并描述颈、胸、腰椎的骨折和脱位；理解基

本的受伤机制并能够区分稳定和不稳定性损伤

○ 掌握骨折愈合和愈合并发症（包括延迟愈合、

畸形愈合和不愈合）的病理生理和放射学知识

○ 掌握骨髓炎和化脓性关节炎的Ｘ线表现和评

估

○ 认识并描述骨科器械（包括骨折固定器、脊柱

和关节置换手术术中植入物）的并发症

● 技术性

○ 能清楚、详细和准确的口述影像检查报告，要

求包括美国放射学会（ＡＣＲ）沟通指南
［６］规定的所有

相关信息（ＰＢＬ，ＩＣＳ）

○ 用适当的术语报告肌骨疾病的 Ｘ线、ＣＴ和

ＭＲＩ或超声表现（ＩＣＳ）

○ 将患者所有意外或重要的发现告知申请检查

的医师并在报告中记录接电话者的名字、讨论日期和

时间（ＩＣＳ，ＰＣ，Ｐ）

○ 通过电子病历、口头报告、患者或是与相关人

员交流获取患者的相关病史（ＰＣ）

○ 认识并描述肌骨系统Ｘ线摄影的标准体位和

解剖（ＭＫ）

○ 向放射技师有效反馈曝光质量和患者摆位

（ＩＣＳ，ＳＢＰ）

○ 为临床医师提供协助时知道适时向高年资住

院医师或老师求助（ＰＣ，Ｐ）

○ 展示负责任有道德的行为、积极的工作习惯、

职业形象，遵守患者保密原则（Ｐ）

○ 与教师和职员就影像服务和患者看护方方面

面的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ＳＢＰ）

第２轮轮转要求

肌骨放射学第二个４周的轮转完成后，住院医师

能够：

● 掌握第二轮轮转知识性目标和技术性目标涵

盖的内容

● 继续巩固和提高第一轮轮转掌握的技能

● 掌握制定ＣＴ、ＭＲＩ扫描协议和监测ＣＴ、ＭＲＩ

检查的技能

● 理解肌骨影像的ＡＣＲ适用标准
［７］及 ＡＣＲ实

践指南和技术标准［８］

● 参与低年资住院医师、实习医师和医学生的教

学

● 进行影像引导下操作

具体目标

● 知识性

○ 认识并能描述Ｐａｇｅｔ病的Ｘ线平片表现

○ 掌握关节炎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能够描述和

鉴别常见关节疾病，包括骨关节炎、炎症性关节病（类

风湿性、银屑病性、反应性、青少年慢性和化脓性）、晶

体沉积病（二水焦磷酸钙结晶沉积、痛风和羟磷灰石沉

积）、神经性关节病、结缔组织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硬

皮病、皮肌炎）、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和滑膜软

骨瘤病，掌握这些病变的典型影像学（Ｘ 线、ＣＴ 和

ＭＲＩ）征象

○ 能够系统性评估骨单发病变，能鉴别病变为侵

袭性或非侵袭性；基于患者的年龄、病变部位和特征

（边缘、基质、骨膜反应、软组织侵犯）建立合适的鉴别

诊断；掌握系统、安全和经济高效的骨病变的影像学检

查知识，包括活检和局部解剖知识

○ 认识和描述骨梗死好发部位和影像表现

○ 掌握 ＭＲＩ安全知识，包括检查禁忌症和对比

剂的使用

○ 掌握各种 ＭＲＩ脉冲序列和成像平面在肌骨疾

病中的应用

○ 掌握膝关节和肩关节常见疾病（半月板撕裂、

肌腱和韧带损伤、骨折、软骨病变、肩袖撕裂和盂唇病

变）的 ＭＲ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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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颈椎、胸椎和腰椎常见疾病的 ＭＲＩ表现

○ 掌握髋关节和踝关节的正常 ＭＲＩ解剖

● 技术性

○ 巩固和提高第一轮轮转学到的技能

○ 有效准确的搜集患者信息（通过电子、人际沟

通等多种渠道）以选择合适的 ＭＲＩ扫描方案（ＰＣ，

ＩＣＳ）

○ 向ＣＴ和 ＭＲＩ技师及时有效的反馈检查质量

并给予指导（ＩＣＳ，ＳＢＰ）

○ 监测ＣＴ和 ＭＲＩ检查，确保能有效的对患者

进行评估（ＭＫ，ＰＣ）

○ 理解ＣＴ和ＵＳ引导下操作的指征、禁忌症、进

针路径、风险和操作后处理，包括并发症的处理（ＭＫ，

ＰＣ）

○ 为低年资住院医师和医学生提供技术和教育

指导（ＩＣＳ）

○ 在老师的监督下能够安全地进行透视引导下

关节注射和抽吸（ＰＣ）

○ 理解透视引导下操作的指征、禁忌症、辐射风

险和操作后处理，包括并发症的处理（ＭＫ，ＰＣ）

○ 操作前能够对患者进行建议并获取知情同意

书，包括向患者讲解操作过程、风险、收益和其它选择；

征求患者的问题并作出解答，不在宗教、种族、性、经济

或教育经历方面存在歧视（ＩＣＳ，ＰＣ，Ｐ）

○ 记录所有操作过程，包括并发症的情况（ＰＢＬ）

第３轮轮转要求

肌骨放射学第三个４周的轮转完成后，住院医师

能够：

● 掌握第三轮轮转知识性目标和技术性目标涵

盖的内容

● 继续提高前两轮轮转学到的技能

● 有效的利用信息技术解决临床问题

● 参与低年资住院医师和医学生的教学

● 更独立的承担肌骨影像阅片工作

● 处理技术和支持人员提出的临床和技术问题

具体目标

● 知识性

○ 认识内分泌疾病包括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肾性

骨营养不良、骨软化症／佝偻病、低磷酸酯酶症、低磷血

症的影像表现并能描述其病理生理学机制

○ 认识造血系统和储积性疾病包括镰状细胞贫

血、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肥大细胞增多症和高雪病

的影像学表现

○ 掌握相对常见的发育异常和先天性疾病如软

骨发育不全、成骨不全和石骨症的系统性研究方法

○ 掌握髋关节和踝关节常见疾病的 ＭＲＩ表现

○ 掌握肘关节和腕关节的正常 ＭＲＩ解剖和常见

损伤／疾病的 ＭＲＩ表现

● 技术性

○ 巩固和提高前两轮轮转学到的技能

○ 具备查找、评价和吸收与肌骨影像表现及影像

解读相关的科研证据的能力（ＰＢＬ）

○ 能够指导低年资住院医师制定检查协议和计

划检查流程（ＰＣ，ＩＣＳ）

○ 具备评估是否需要附加检查和对检查程序进

行排序的能力（ＰＣ）

○ 能够解答技师和支持人员提出的常见流程和

政策方面的问题（ＰＣ，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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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肌骨放射学课程指南

　　本课程指南为出版于１９９９年的原文档的修订版，

由一份目录构成，该目录对肌骨系统的主要疾病类型

进行了分类描述，非常有利于指导学习者系统掌握肌

骨系统疾病的相关知识。本指南没有包括所有肌骨病

变，也无意取代任何教科书，但是它的综合度能满足三

个基本需求：①为放射科执业医师提供一个基本指南，

并能为骨科医师、风湿科医师和其它专业的临床医师

提供有价值的意见；②为放射住院医师培训项目的主

管提供能满足４年教学课程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的内

容指南；３）可作为放射诊断住院医师准备美国放射委

员会认证考试的学习指南。

本修订版的某些部分较第一版有所拓展，有些内

容与其它放射亚专业特别是神经放射学和儿科放射学

的内容有重叠。仍然沿用以前的初高级分类，高级概

念用星号（）标示。初级内容包括放射住院医师应该

知道的基础知识，高级内容包括肌骨亚专业放射医师

希望掌握的知识。应该承认这种分类有些武断。作者

希望这些指南内容能作为自学或对区域教学实践有帮

助的课程模板。

Ⅰ．与肌骨系统相关的基础知识面

　Ａ．骨的发育及组织发生

　　１．膜内化骨

　　２．软骨内化骨

　　３．重塑

　Ｂ．骨的解剖

　　１．细胞成分

　　　ａ．成骨细胞

　　　ｂ．破骨细胞

　　２．非细胞成分

　　　ａ．有机质

　　　ｂ．无机质

Ⅱ．骨肌放射相关技术

　Ａ．Ｘ线摄影

　　１．常规投照体位

　　２．特殊投照体位拍摄特殊体位的指征

　Ｂ．ＣＴ

　Ｃ．磁共振

　Ｄ．透视

　Ｅ．超声

　Ｆ．骨密度测量

　Ｇ．核素显像

　　１．指征

　　２．显像剂的选择

　Ｈ．测量和评估技术

　　１．脊柱侧凸

　　２．腿长度

　　３．下肢力轴的测定

　　４．子宫前倾

　　５．骨龄测定

　Ｌ．介入操作

　　１．一般考虑

　　　ａ．知情同意书

　　　ｂ．术前计划

　　２．关节造影

　　　ａ．肩关节

　　　ｂ．髋关节（包括假体评估）

　　　ｃ．腕关节

　　　ｄ．膝关节

　　　ｅ．肘关节

　　　ｆ．踝关节

　　３．针吸和注射

　　４．经皮活检

Ⅲ．正常与变异

　Ａ．骨化的顺序

　　１．肘关节

　　２．其它

　Ｂ．生理性透亮区

　　１．肱骨假肿瘤

　　２．跟骨假囊肿

　Ｃ．血管沟

　　１．指骨或长骨皮质内滋养管

　　２．椎体

　　３．肩胛骨

　　４．髂骨

　Ｄ．正常的沟

　　１．耳前沟（关节旁窝）

　　２．菱形窝

　Ｅ．髁上突

　Ｆ．髌骨背侧缺损

　Ｇ．骨骺多发骨化中心二分髌骨

　Ｈ．骨骺不规则骨化中心

　　１．股骨髁

　　２．股骨头

　　３．其它

　Ｉ．婴儿期骨膜反应

　Ｊ．生理性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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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生长障碍线

　Ｌ．真空关节

　Ｍ．籽骨和副骨

　Ｎ．副肌

　Ｏ．Ｔｕｇ病变

　　１．皮质硬纤维瘤

　　２．其它

Ⅳ．脊柱先天性和发育性异常

　Ａ．齿状突游离小骨

　Ｂ．ＫｌｉｐｐｌｅＦｅｉｌ（先天性短颈综合征）

　Ｃ．ＶＡＣＴＥＲ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ｒａｃｈｏｅ

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ｒｅｎａｌａｎｄｌｉｍｂｓｙｎｄｒｏｍｅ）相关

　Ｄ．脊椎异常

　　１．融合

　　２．分节

　Ｅ．脊柱裂

　Ｆ．脊髓纵裂

　Ｇ．尾部退化综合征

　Ｈ．许莫氏结节

　Ｉ．舒尔曼病（脊椎骨骺骨软骨病）

　Ｊ．椎缘骨

　Ｋ．脊柱侧凸

Ⅴ．先天性异常和发育异常

　Ａ．下肢

　　１．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

　　２．Ｂｌｏｕｎｔ病

　　３．盘状半月板

　　４．足的畸形

　　　ａ．跗骨联合

　　　ｂ．马蹄内翻足

　　　ｃ．扁平足

　　　ｄ．高弓足

　　　ｅ．跖内收内翻畸形

　　　ｆ．垂直距骨

　　　ｇ．摇椅足

　　５．并指畸形

　　６．多指畸形

　　７．先天性假关节

　　８．腓侧半肢畸形

　　９．股骨近端局灶性缺损

　Ｂ．上肢

　　１．马德隆畸形

　　２．先天性桡骨头脱位

　　３．腕骨联合

　　４．并指畸形

　　５．多指畸形

　　６．先天性肩胛骨高位症

　　７．桡偏手

　　８．血小板减少桡骨缺如综合征（ＴＡＲ）

　Ｃ．躯干

　　１．漏斗胸

　　２．鸡胸

　　３．胸大肌缺如并指综合征（Ｐｏｌａｎｄ综合征）

　Ｄ．弥漫或多灶性异常和发育不良

　　１．软骨发育不全

　　２．成骨不全

　　３．硬化性骨发育不良

　　　ａ．全身脆性骨硬化

　　　ｂ．肢骨纹状肥大

　　　ｃ．纹状骨病

　　　ｄ．混合性硬化性骨营养不良

　　４．石骨症

　　５．颅骨锁骨发育不良

　　６．羊膜带综合征

　　７．致密性骨发育不全

　　８．表现为综合征的结缔组织病

　　 　ａ．先天性结缔组织发育不全综合征

（ＥｈｌｅｒｓＤａｎｌｏｓ综合征）

　　　ｂ．马凡氏综合征

　　９．神经纤维瘤病

　　１０．大脑性瘫痪

　　１１．肌肉萎缩症

　　１２．先天性痛觉不敏感

　　１３．粘多糖病（一般表现）

　　１４．结节性硬化

　　１５．２１三体（唐氏综合症）

　　１６．特纳氏综合征

　　１７．晚期发育不良

　　　ａ．点状软骨发育不良（斑点骨骺）

　　　ｂ．骨干发育不良

　　　ｃ．半肢骨骺发育不良

　　　ｄ．干骺端发育不良

　　　ｅ．多发性骨骺发育不良

　　　ｆ．脊椎骨骺发育不良

　　１８．晚期弥漫性疾病，其他

　　　ａ．先天性多关节挛缩

　　　ｂ．骨内膜增生

　　　ｃ．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进行性骨

化性肌炎）

　　　ｄ．特发性骨质溶解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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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脂瘤性营养异常巨大发育症

　　　ｆ．厚皮性骨膜症

　　　ｇ．致死性侏儒症

　　　ｈ．指甲髌骨综合征

　　　ｉ．软骨外胚层发育不良

注：列表中的高级条目仅仅是专科医师在需要掌

握的初级疾病列表基础上可能希望了解的疾病中一些

有代表性的例子。作者基于个人经验纳入或排除某些

疾病，但读者根据患者人群和临床实践情况的不同有

可能需要熟悉其它疾病。

Ⅵ．感染

　Ａ．基本概念

　　１．播散途径

　　　ａ．血源性播散

　　　ｂ．邻近组织播散

　　　ｃ．直接种植

　　２．易感因素

　Ｂ．骨髓炎

　　１．发病人群

　　　ａ．婴幼儿

　　　ｂ．儿童

　　　ｃ．成人

　　　ｄ．静脉注射毒品者

　　２．术语

　　　ａ．死骨

　　　ｂ．包壳

　　　ｃ．瘘道

　　　ｄ．Ｂｒｏｄｉｅ脓肿

　　　ｅ．硬化性骨髓炎

　　　ｆ．多灶性

　Ｃ．化脓性关节炎

　　１．细菌性

　　２．结核性

　　３．莱姆病

　Ｄ．软组织

　　１．脓肿

　　２．蜂窝织炎

　　３．肌炎

　　４．气性坏疽

　　５．坏死性筋膜炎

　Ｅ．微生物感染

　　１．细菌

　　２．结核

　　３．真菌

　　４．梅毒

　　５．风疹

　　６．麻风

　　７．莱姆病

　　８．杆菌性血管瘤病

　　９．寄生虫感染

　　１０．包虫病

　　１１．囊虫病

Ⅶ．肿瘤／肿瘤样病变

　Ａ．一般原则

　　１．患者年龄

　　２．描述

　　　ａ．大小

　　　ｂ．发生部位

　　　ｃ．侵袭性／生长方式

　　　ｄ．内部特征

　　　ｅ．周围组织结构受累情况

　　　ｆ．骨病变细节

　　　　ⅰ．边界（移行区）

　　　　ⅱ．骨质破坏的形式

　　　　ⅲ．骨膜反应

　　　　ⅳ．软组织肿块

　　　　ⅴ．基质／钙化

　　３．活检计划／技术

　　　ａ．区域解剖

　　　ｂ．保肢方法

　　　ｃ．活检的特殊位置

　Ｂ．骨病变（骨内）

　　１．良性

　　　ａ．软骨源性

　　　　ⅰ．内生软骨瘤

　　　　　ａ．多发（Ｏｌｌｉｅｒ病）

　　　　　ｂ．Ｍａｆｆｕｃｃｉ综合征

　　　　ⅱ．骨软骨瘤多发遗传性外生骨疣

　　　　ⅲ．软骨黏液样纤维瘤

　　　　ⅳ．软骨母细胞瘤

　　　　ⅴ．软骨瘤骨膜（表面，皮质旁）

　　　ｂ．纤维性

　　　　ⅰ．纤维黄色瘤（非骨化性纤维瘤）

　　　　　ａ．纤维骨皮质缺损

　　　　　ｂ．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ⅱ．纤维结构不良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

合征

　　　　ⅲ．软骨黏液样纤维瘤

　　　　ⅳ．促结缔组织增生性纤维瘤

　　　　ⅴ． 骨性纤维结构不良（骨化性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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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

　　　ｃ．骨源性

　　　　ⅰ．内生骨疣（骨岛）：多发

　　　　ⅱ．骨瘤：多发

　　　　ⅲ．骨样骨瘤

　　　　ⅳ．骨母细胞瘤

　　　ｄ．脂肪性

　　　　ⅰ．脂肪瘤

　　　　ⅱ．脂肪硬化性黏液纤维瘤（ＬＳＭＦＴ）

　　　ｅ．血管性

　　　　ⅰ． 血管瘤：多发（ＯｓｌｅｒＷｅｂｅｒＲｅｎｄｕ

综合征即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症）

　　　　ⅱ．血友病性假瘤

　　　　ⅲ．淋巴管瘤

　　　　ⅳ．血管球瘤

　　　　ⅴ．血管外皮细胞瘤

　　　　ⅵ．Ｇｒｏｈａｍ病（大块骨质溶解症）

　　　ｆ．其它

　　　　ⅰ．单房性骨囊肿（单纯性骨囊肿）

　　　　ⅱ．动脉瘤样骨囊肿

　　　　　ａ．原发

　　　　　ｂ．继发

　　　　ⅲ．骨巨细胞瘤

　　　　ⅳ．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嗜

酸性肉芽肿）

　　　　ⅴ．脊索瘤

　　　　ⅵ．骨内腱鞘囊肿

　　　　ⅶ．反应性病变

　　　　　ａ．巨细胞修复性肉芽肿

　　　　　ｂ． 奇异性骨旁骨软骨瘤样增生

（ＢＰＯＰ）

　　　　　ｃ．表皮样囊肿

　　２．恶性

　　　ａ．原发性

　　　　ⅰ．软骨源性：软骨肉瘤

　　　　　ａ．中央型

　　　　　ｂ．周围型

　　　　　ｃ．未分化型

　　　　　ｄ．间叶型

　　　　　ｅ．透明细胞型

　　　　ⅱ．纤维性

　　　　　ａ．纤维肉瘤

　　　　　ｂ．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ⅲ．骨源性：骨肉瘤

　　　　　ａ．普通型

　　　　　ｂ．表面型

　　　　　　　骨膜型

　　　　　　　骨旁型

　　　　　　　高级别表面型

　　　　　ｃ．毛细血管扩张型

　　　　　ｄ．低级别中心型

　　　　ⅳ．血管性

　　　　　ａ．血管肉瘤

　　　　　ｂ．血管内皮瘤

　　　　ⅴ．其他

　　　　　ａ．脊索瘤

　　　　　ｂ．多发性骨髓瘤（浆细胞瘤）

　　　　　ｃ．尤文肉瘤

　　　　　ｄ．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ＰＮＥＴ）

　　　　　ｅ．釉质瘤

　　　　　ｆ．淋巴瘤

　　　　　ｇ．白血病

　　　　　　１．绿色瘤

　　　ｂ．继发性

　　　　ⅰ．放射诱发

　　　　ⅱ．Ｐａｇｅｔ病

　　　　ⅲ．转移

　　　　　ａ．常见原发肿瘤

　　　　　　１．成骨性

　　　　　　２．溶骨性

　　　　　　３．动脉瘤样／膨胀性

　Ｃ．骨外／软组织病变

　　１．良性

　　　ａ．纤维性

　　　　ⅰ．纤维瘤

　　　　ⅱ．纤维瘤病

　　　　ⅲ．硬纤维瘤

　　　　ⅳ．弹力纤维瘤

　　　ｂ．神经性

　　　　ⅰ．神经纤维瘤

　　　　ⅱ．神经鞘瘤

　　　　ⅲ．神经纤维瘤病

　　　　ⅳ．神经瘤

　　　　ⅴ．神经脂肪瘤病（纤维脂肪错构瘤）

　　　　ⅵ．切除术后神经瘤

　　　　ⅶ．Ｍｏｒｔｏｎ神经瘤

　　　ｃ．软骨源性：软组织软骨瘤

　　　ｄ．血管性

　　　　ⅰ．血管瘤

　　　　ⅱ．血管内皮瘤

　　　　ⅲ．血管球瘤

　　　　ⅳ．血管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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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ⅴ．淋巴管瘤

　　　ｅ．脂肪性

　　　　ⅰ．脂肪瘤

　　　　ⅱ．血管脂肪瘤

　　　　ⅲ．冬眠瘤

　　　　ⅳ．脂肪母细胞瘤

　　　ｆ．肌源性

　　　　ⅰ．横纹肌瘤

　　　　ⅱ．平滑肌瘤

　　　ｇ．皮肤／皮下

　　　　ⅰ．皮脂腺囊肿

　　　　ⅱ．皮肤纤维瘤

　　　　ⅲ．环状肉芽肿

　　　　ⅳ．颗粒细胞瘤

　　　ｈ．其它

　　　　ⅰ．黏液瘤

　　　　ⅱ．腱鞘巨细胞瘤

　　　　ⅲ．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

　　　　ⅳ．腱鞘囊肿

　　２．恶性

　　　ａ．原发

　　　　ⅰ．纤维肉瘤

　　　　ⅱ．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高级别未分

化多形性肉瘤）

　　　　ⅲ．滑膜肉瘤

　　　　ⅳ．横纹肌肉瘤

　　　　ⅴ．恶性周围神经鞘瘤

　　　　ⅵ．上皮样肉瘤

　　　　ⅶ．脂肪肉瘤

　　　　　ａ．黏液样

　　　　　ｂ．分化良好

　　　　　ｃ．去分化

　　　　ⅷ．隆凸性皮肤纤维肉瘤

　　　　ⅸ．软组织腺泡状肉瘤

　　　　ⅹ．黏液纤维肉瘤

　　　　ⅹｉ．软组织骨肉瘤

　　　　ⅹⅱ．卡波西肉瘤

　　　　ⅹⅲ．黑色素瘤

　　　ｂ．继发

　　　　ⅰ．转移

　　　　ⅱ．白血病

　　　　ⅲ．淋巴瘤

　　　　ⅳ．骨病变侵犯软组织

Ⅷ．创伤（包括运动损伤）

　Ａ．一般原则

　　１．骨折的生物力学机制

　　　ａ．受力和变形的关系

　　　ｂ．直接和间接受力机制

　　　ｃ．相关的解剖和术语

　　　ｄ．骨折和损伤的类型和相关损伤

　　　ｅ．撕脱骨折的部位

　　２．骨折的描述

　　３．应激性（应力性）损伤（骨和软组织）

　　　ａ．机制

　　　ｂ．病理生理学

　　　ｃ．流行病学

　　　ｄ．影像诊断

　　　ｅ．治疗及预后

　　４．重复累积性创伤

　　　ａ．肌腱变性

　　　ｂ．起止点骨质增生

　　　ｃ．其他

　　５．软组织损伤

　　　ａ．肌肉撕裂分级

　　　ｂ．韧带撕裂分级

　　　ｃ．骨化性肌炎

　　６．热损伤

　　　ａ．灼伤

　　　ｂ．冻伤

　　７．开放性骨折

　　８．治疗

　　　ａ．指征

　　　ｂ．治疗原则

　　　ｃ．石膏固定

　　　ｄ．固定器械：常见类型和用途

　　　ｅ．并发症固定失败

　　　ｆ．骨移植术

　　９．骨折愈合

　　　ａ．病理生理学

　　　ｂ．生物力学

　　　ｃ．时间过程

　　１０．并发症

　　　ａ．畸形愈合

　　　ｂ．不愈合

　　　ｃ．骨骺过早闭合

　　　ｄ．骨坏死

　　　　ⅰ．股骨头

　　　　ⅱ．舟骨近极

　　　　ⅲ．距骨顶

　　　ｅ．感染

　　　ｆ．筋膜间室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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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关节炎

　　１１．异物

　　１２．枪击伤

　　１３．外伤性肌坏死

　Ｂ．成人外伤

　　１．手

　　　ａ．指骨骨折／脱位

　　　　ⅰ．关节内ｖｓ关节外

　　　　ⅱ．掌板骨折

　　　　ⅲ．指（趾）端粉碎性骨折

　　　ｂ．掌骨骨折

　　　　ⅰ．Ｂｅｎｎｅｔｔ骨折ｖｓ．Ｒｏｌａｎｄｏ骨折

　　　　ⅱ．拳击手（Ｂｏｘｅｒ）骨折

　　　ｃ．腕掌关节脱位

　　　ｄ．肌腱损伤

　　　ｅ．滑车损伤

　　　ｆ．关节囊和侧副韧带损伤

　　　　ⅰ．守门员（滑雪者）拇指

　　　　ⅱ．掌指关节

　　２．腕关节

　　　ａ．Ｃｏｌｌｅｓ骨折

　　　ｂ．Ｓｍｉｔｈ骨折

　　　ｃ．桡骨茎突骨折

　　　ｄ．单独腕骨骨折

　　　　ⅰ．舟骨骨折

　　　　　ａ．血供的重要性

　　　　　ｂ．骨坏死

　　　　　ｃ．不愈合

　　　　ⅱ．三角骨骨折

　　　　ⅲ．钩骨骨折

　　　　ⅳ．其他

　　　ｅ．复杂腕骨骨折

　　　　ⅰ．月骨周围脱位

　　　　ⅱ．月骨脱位

　　　ｆ．韧带撕裂

　　　　ⅰ．骨间韧带

　　　　ⅱ．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

　　　　ⅲ．外部韧带

　　　ｇ．慢性腕骨不稳

　　　　ⅰ．背侧嵌入部分不稳

　　　　ⅱ．掌侧嵌入部分不稳

　　　　ⅲ．舟月骨进行性塌陷

　　　ｈ．远端桡尺关节损伤

　　　ｉ．腕管综合症

　　　ｊ．尺骨撞击综合征

　　３．前臂

　　　ａ．Ｇａｌｅａｚｚｉ（盖氏）骨折／脱位

　　　ｂ．Ｍｏｎｔｅｇｇｉａ（蒙氏）骨折／脱位

　　　ｃ．单独尺骨（警棍）骨折

　　４．肘关节

　　　ａ．桡骨头骨折

　　　ｂ．骨折／脱位

　　　ｃ．肱骨髁骨折

　　　ｄ．伸肌肌腱变性（网球肘／外上髁炎）

　　　ｅ．屈肌肌腱变性（投手肘／内上髁炎）

　　　ｆ．尺侧副韧带撕裂

　　　ｇ．桡侧副韧带撕裂

　　　ｈ．肱二头肌撕脱

　　　ｉ．肱三头肌撕脱

　　５．肩关节和肩胛骨

　　　ａ．肱骨解剖颈ｖｓ．外科颈骨折

　　　ｂ．肱骨大结节骨折

　　　ｃ．肩胛骨骨折

　　　　ⅰ．体部

　　　　ⅱ．关节盂

　　　ｄ．脱位

　　　　ⅰ．前

　　　　　ａ．ＨｉｌｌＳａｃｈｓ骨折

　　　　　ｂ．Ｂａｎｋａｒｔ骨折

　　　　　ｃ．复发性脱位

　　　　ⅱ．后

　　　　　ａ．反Ｂａｎｋａｒｔ

　　　　　ｂ．神经血管损伤

　　　　ⅲ．其他肩胛骨胸壁脱位

　　　ｅ．肩袖撕裂

　　　ｆ．盂唇损伤

　　　　ⅰ．不稳定的类型

　　　　ⅱ．ＳＬＡＰ撕裂

　　　ｇ．肱二头肌近端撕裂或脱位

　　　ｈ．撞击综合征

　　　　ⅰ．前

　　　　ⅱ．后

　　　　ⅲ．喙突

　　　ｉ．粘连性关节囊炎

　　６．锁骨和肩锁关节

　　　ａ．肩锁关节分离的分级

　　　ｂ．锁骨骨折

　　　ｃ．胸锁关节骨折／脱位

　　　ｄ．外伤后骨质溶解

　　７．颅骨／面部

　　　ａ．颅骨骨折

　　　　ⅰ．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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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颞骨

　　　　ⅲ．副鼻窦骨折

　　　ｂ．面骨骨折

　　　　ⅰ．眼眶骨折

　　　　　ａ．击出性骨折（爆裂性骨折）

　　　　　ｂ．击入性骨折

　　　　　ｃ．眶缘骨折

　　　　　ｄ．眶底骨折

　　　　　ｅ．内侧壁骨折

　　　　ⅱ．颧上颌骨折

　　　　ⅲ．复杂骨折（ＬｅＦｏｒｔ分类）

　　　　ⅳ．下颌骨骨折

　　　　ⅴ．鼻骨骨折

　　８．胸廓

　　９．脊柱

　　　ａ．损伤机制

　　　　ⅰ．屈曲

　　　　ⅱ．伸展

　　　　ⅲ．轴向压缩／爆裂

　　　　ⅳ．分离

　　　　ⅴ．移位

　　　ｂ．骨折／韧带损伤的类型

　　　ｃ．柱的概念／稳定性

　　　　ⅰ．颈椎

　　　　ⅱ．胸椎

　　　　ⅲ．腰椎

　　　　ⅳ．骶骨／尾骨

　　　ｄ．相关神经损伤

　　　ｅ．急性椎间盘疝

　　１０．骨盆和髋关节

　　　ａ．骨盆骨折的类型

　　　　ⅰ．侧方压缩

　　　　ⅱ．前后压缩

　　　　ⅲ．垂直剪切

　　　　ⅳ．复合损伤

　　　ｂ．髋臼骨折骨折类型

　　　ｃ．髋关节脱位骨坏死的风险

　　　ｄ．股骨颈骨折

　　　ｅ．股骨转子间骨折

　　　ｆ．股骨头骨折

　　　ｇ．髋臼盂唇损伤

　　１１．股骨骨折

　　１２．膝关节

　　　ａ．股骨髁骨折

　　　ｂ．胫骨平台骨折

　　　ｃ．髌骨骨折

　　　ｄ．膝关节脱位

　　　ｅ．髌骨脱位

　　　ｆ．半月板损伤

　　　　ⅰ．桶柄样撕裂

　　　　ⅱ．鹦鹉嘴撕裂

　　　　ⅲ．水平分层撕裂

　　　　ⅳ．水平劈裂

　　　　ⅴ．垂直纵行撕裂

　　　　ⅵ．放射状撕裂

　　　　ⅶ．复合撕裂

　　　　ⅷ．根部撕裂

　　　　ⅸ．半月板关节囊分离

　　　　ⅹ．磨损和退变

　　　　ⅹｉ．游离碎片

　　　　ⅹｉｉ．半月板囊肿

　　　ｇ．韧带损伤

　　　　ⅰ．前交叉韧带

　　　　ⅱ．后交叉韧带

　　　　ⅲ．内侧副韧带

　　　　ⅳ．外侧副韧带

　　　ｈ．伸肌装置损伤

　　　　ⅰ．股四头肌撕裂

　　　　ⅱ．髌腱（韧带）撕裂

　　　　ⅲ．支持带损伤

　　　ｉ．后外侧角损伤

　　　　ⅰ．肌／肌腱

　　　　ⅱ．弓状韧带

　　　　ⅲ．腓韧带

　　　　ⅳ．腓肠豆腓骨韧带

　　　ｊ．关节软骨损伤

　　　ｋ．过度应用损伤

　　　　ⅰ．滑膜皱襞综合征

　　　　ⅱ．髂胫束摩擦综合征

　　　　ⅲ．鹅足滑囊炎

　　１３．踝关节

　　　ａ．损伤机制

　　　ｂ．Ｐｉｌｏｎ骨折

　　　ｃ．Ｔｉｌｌｅａｕｘ骨折

　　　ｄ．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骨折

　　　ｅ．韧带损伤

　　　　ⅰ．距腓前韧带

　　　　ⅱ．三角韧带

　　　　ⅲ．韧带联合／胫腓前韧带

　　　ｆ．距骨骨折

　　　　ⅰ．距骨顶骨折

　　　　ⅱ．距骨颈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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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外侧突骨折

　　１４．足

　　　ａ．跟骨骨折前突骨折

　　　ｂ．第５跖骨基底部骨折

　　　ｃ．跖骨骨折

　　　ｄ．Ｌｉｓｆｒａｎｃ骨折／脱位

　　　ｅ．趾骨骨折

　　　ｆ．骰骨骨折

　　　ｇ．舟骨骨折

　Ｃ．儿童创伤（与成人外伤不同的表现）

　　１．未成熟骨骼的生物力学

　　２．生长板损伤

　　３．手、腕和前臂

　　　ａ．隆凸骨折

　　　ｂ．青枝骨折

　　　ｃ．塑形弯曲

　　４．肘关节

　　　ａ．桡骨头半脱位／脱位

　　　ｂ．髁上骨折

　　　ｃ．内上髁骨折

　　　ｄ．少年棒球队员肘

　　５．肩关节：少年棒球队员肩

　　６．脊柱：椎弓峡部裂

　　７．髋关节：股骨头骨骺滑脱

　　８．膝关节：剥脱性骨软骨炎

　　９．胫骨、踝关节和足

　　　ａ．Ｔｏｄｄｌｅｒ骨折

　　　ｂ．三平面骨折

　　　ｃ．青少年Ｔｉｌｌｅａｕｘ骨折

　　１０．受虐儿童

　　　ａ．报告章程

　　　ｂ．干骺端角样骨折

　　　ｃ．骨折的部位和类型

Ⅸ．代谢性、系统性和血液系统疾病

　Ａ．骨生理学

　　１．骨的矿化

　　２．钙平衡

　　３．骨吸收

　　４．骨形成

　　５．体液调节

　　　ａ．甲状旁腺素

　　　ｂ．降钙素

　　　ｃ．维生素Ｄ

　Ｂ．骨质疏松

　　１．废用性

　　２．年龄相关（绝经后、高龄）

　　３．骨髓水肿（一过性、游走性）

　　４．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反射性交感神经

营养不良

　　５．药物引起

　　　ａ．类固醇

　　　ｂ．其他

　　６．特发性青少年骨质疏松

　Ｃ．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１．骨膜下骨吸收，肢端骨质溶解

　　２．棕色瘤（原发性）

　Ｄ．佝偻病和骨软化症

　　１．维生素Ｄ依赖性

　　２．维生素Ｄ抵抗性

　　３．饮食性

　　４．胃肠道吸收不良

　　　ａ．肝脏疾病

　　　ｂ．抗惊厥治疗

　　５．肿瘤引起

　Ｅ．肾性骨营养不良

　　１．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２．骨软化症

　　３．骨硬化症

　　４．肿瘤样钙质沉积

　Ｆ．系统性和先天性肌肉疾病

　　１．肌营养不良

　　２．大脑性瘫痪

　　３．其他

　Ｇ．垂体疾病

　　１．巨人症

　　２．肢端肥大症

　Ｈ．甲状腺疾病

　　１．甲状腺功能减低（呆小病）

　　２．甲状腺功能亢进

　　３．甲状腺性杵状指

　Ｉ．中毒

　　１．重金属（铅）

　　２．氟

　　３．维生素Ａ中毒

　　４．维生素Ｄ中毒

　Ｊ．骨梗死

　　１．原因

　　２．骨坏死（缺血性坏死：骨端）ｖｓ髓腔骨梗死

（骨干）

　　３．特殊部位自发性：

　　　ａ．ＬｅｇｇＣａｌｖｅＰｅｒｔｈｅ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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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其它

　Ｋ．血液系统疾病

　　１．贫血

　　　ａ．镰状细胞贫血

　　　ｂ．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

　　　ｃ．其它

　　２．血友病

　　３．特发性骨髓纤维化

　　４．骨髓逆转换

　　５．髓外造血

　Ｌ．多发局灶性软组织钙化

　　１．继发于静脉淤滞的钙化／骨化／骨膜反应

　　２．继发于截瘫的钙化／骨化

　　３．乳碱综合征

　Ｍ．多发局灶性骨膜反应

　　１．肥大性骨关节病

　　　ａ．原发（厚皮性骨膜病）

　　　ｂ．继发（肺内病变，肺外病变）

　　２．婴儿骨皮质肥厚症（Ｃａｆｆｅｙ病）

　　３．前列腺素

　Ｎ．杂项

　　１．Ｐａｇｅｔ病

　　２．淀粉样变性

　　３．妊娠效应

　　４．结节病

　　５．放射线引起的骨髓改变

　　６．坏血病

　　７．低碱性磷酸酯酶症

　　８．肥大细胞增多症

　　９．脂质贮积病

　　　ａ．高雪病（葡糖脑苷脂病）

　　　ｂ．黄色瘤

Ｘ．关节疾病

　Ａ．正常解剖

　　１．关节类型

　　　ａ．纤维关节

　　　ｂ．软骨关节

　　　ｃ．滑膜关节

　　２．椎间盘

　　３．附着点

　Ｂ．一般特点

　　１．病变分布

　　２．软组织改变

　　３．关节间隙宽度

　　４．骨质密度

　　５．骨赘

　　６．软骨下囊肿

　　７．骨侵蚀

　　８．骨质增生

　　９．关节畸形

　　１０．钙化

　Ｃ．特定疾病

　　１．骨性关节炎

　　　ａ．原发

　　　ｂ．继发

　　　ｃ．侵蚀性（炎症性）

　　２．炎症性关节病

　　　ａ．类风湿性关节炎

　　　ｂ．银屑病关节炎

　　　ｃ．反应性关节炎（Ｒｅｉｔｅｒ综合征）

　　　ｄ．强直性脊柱炎

　　　ｅ．肠病性脊柱关节病

　　　ｆ．青少年慢性关节炎

　　　ｇ．ＳＡＰＨＯ


　　３．结缔组织疾病

　　　ａ．系统性红斑狼疮

　　　ｂ．硬皮病

　　　ｃ．皮肌炎和多发性肌炎

　　４．晶体相关关节病

　　　ａ．痛风

　　　ｂ．双水焦磷酸钙晶体沉积病（ＣＰＰＤ）

　　　ｃ．羟磷灰石钙沉积病

　　５．神经病性骨关节病

　　　ａ．糖尿病

　　　ｂ．脊髓空洞症

　　　ｃ．其它

　　６．杂项

　　　ａ．血色病

　　　ｂ．尿黑酸尿症（褐黄病）

　　　ｃ．血友病性关节病

　　　ｄ．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

　　　ｅ．滑膜软骨瘤病

　　　ｆ．髂骨致密性骨炎

　　　ｇ．退行性椎间盘疾病

　　　ｈ．弥漫性特发性骨肥厚症

　　　ｉ．雅库关节病

　　　ｊ．ＡＩＤＳ相关关节病

　　　ｋ．树枝状脂肪瘤

　　　ｌ．肿瘤样钙质沉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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