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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根据医师执业的实际需要，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组织医学教育、医学考试和教育测量专家研究提出了临床、口腔、公共卫生执业医师、执业
助理医师准人的基本要求，包括基本素质、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要求申请医师资格者不
仅要具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知识和能力，还要具有必要的人文素养。
根据医师准入基本要求，我中心于2008年组织对原《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作了修改和补充，卫生部医
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已于2009年正式颁布并施行。
    《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包括实践技能考试大纲和医学综合笔试大纲两部分。
医学综合笔试部分将大纲考核的内容整合为基础综合、专业综合和实践综合三部分。
为帮助考生有效地掌握其执业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能
够安全有效地从事医疗、预防和保健工作，根据新大纲的要求和特点，我中心组织专家精心编写了医
师资格考试系列指导丛书。
    本系列指导丛书包括临床、口腔、公卫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二级三类的《医学人文概要》、《
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笔试应试指南》、《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应试指南》、《医师资格考试模拟
试题解析》共19本，2009年已正式出版16本。
通过一年的使用，专家和广大考生反映良好，并对系列丛书提出了修改建议。
我中心再次组织有关专家对部分章节进行修订。
为体现医学人文在执业医师考试中的重要地位，提升执业医师人文精神，将原各类别《医师资格考试
医学综合笔试应试指南》中有关医学伦理、医学心理与卫生法规的内容分离出来，单独成册，新编《
医学人文概要》，供各类别考生使用。
同时，还首次编写口腔执业医师和口腔执业助理医师《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应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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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维生素C参与胆固醇的转化及类固醇激素的合成，是催化胆固醇转变成7 a-羟胆固醇反应中7 a-羟
化酶的辅酶。
　　维生素C参与芳香族氨基酸的代谢，酪氨酸转变为对羟苯丙酮酸及尿黑酸的反应中，都需要维生
素C。
维生素C缺乏时，尿中大量出现对羟苯丙酮酸。
维生素C还参与酪氨酸转变为儿茶酚胺、色氨酸转变为5-羟色胺的反应。
　　（2）参与体内的氧化还原反应：维生素c可保持巯基酶的活性和谷胱甘肽的还原状态。
体内许多含巯基的酶当其在体内发挥催化作用时需要自由的巯基（-SH），维生素C能使酶分子中
的-SH维持在还原状态，从而使酶保持活性。
维生素C还与谷胱甘肽的氧化还原关系密切，它们在体内往往共同发挥抗氧化作用。
如不饱和脂肪酸易被氧化成脂质过氧化物从而使细胞膜受损，还原性谷胱甘肽（GSH）可使脂质过氧
化物还原，从而消除其对细胞的破坏作用，而维生素C可使氧化性谷胱甘肽（GSSG）还原，使GSH不
断得到补充。
　　维生素C能使红细胞中的高铁血红蛋白（MHb）还原为血红蛋白（Hb），恢复其运输氧的能力。
　　维生素C能使难以吸收的三价铁（Fe3+）还原成易于吸收的二价铁（Fe2+），从而使铁的吸收增
加明显。
　　维生素C能保护维生素A、E及B免遭氧化，还能促使叶酸转变成有活性的四氢叶酸。
我国成人平均每日维生素C需要量为60mg。
但需要量受某些药物的影响。
如吸烟可造成血中维生素C降低，阿司匹林可干扰白细胞摄取维生素C。
　　（一）概念　　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完成的，这些化学反应几乎都是
由生物催化剂所催化。
酶是最主要的催化剂，其研究历史已超过100年。
生物体内的许多生物大分子物质，欲在体外人工合成极其困难。
许多代谢反应放在体外自发进行，速度极慢或几乎不能完成。
但在生物体内，在酶的催化下，得以顺利快速的实现。
生物体内新陈代谢的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几乎均是由酶所促进的，生命活动离不开酶。
许多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就是由于体内某种酶的缺失所造成。
微量的氰化物即可致人于死地，就是因为它抑制了细胞内呼吸的一个关键酶（细胞色素氧化酶）。
氯霉素治疗细菌性痢疾的机制，在于它能特异性地抑制肠道细菌蛋白质生物合成中的转肽酶活性，而
使细菌的生存和繁殖停止。
因此，酶的存在及其活性的调节，是生物体能够进行物质代谢和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许多疾病
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的药理学基础。
　　（二）酶促反应的特点　　酶是一类生物催化剂，遵守一般催化剂的共同规律。
例如，它只能催化热力学上允许进行的反应，而不能催化热力学上不能进行的反应，即不能新生反应
；酶的作用只能使反应加速达到平衡点，而不能改变平衡点；反应前后酶的质量不变。
这些都是酶与一般催化剂相同之处。
但是，酶也具有与一般催化剂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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