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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图书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　　权威 本套图书编写依据医师资格标准和医师资格考试大纲
，在国家医学考试中心、考试管理专家的悉心指导下进行编写的。
　　编写专家均为医师资格考试大纲的编撰专家和试题开发专家。
编写专家不但熟知医师资格考试的要求和目标、深刻理解新版大纲的要旨，而且经过多次培训，深刻
领悟和理解了医师资格考试备考用书的编写原则和要求。
　　人民卫生出版社作为国内最专业的医药卫生图书出版机构，全程参与了本套图书的开发，同时，
在编辑、出版、装贞、设计等方面对图书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工作。
　　全面 本套图书的全面性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全专业、全层次、全品种：本套图书涉及医师资格考试的三个专业和两个级别的考试，在图书
品种上包括了考试大纲、医学综合笔试应试指南、实践技能考试应试指南等基础性复习必备的图书品
种，而且还包括模拟试题解析，帮助读者掌握医师资格考试的试题题型、特点、难易等内容。
其二，本套图书编写严格依照考试大纲，不超不漏，因此内容全面含盖了大纲涉及的内容，考点齐全
且描述适度。
可以说，本套图书包含了医师资格考试的全部内容。
　　高效 学习效率是复习备考必须关注的要素。
本套图书编写注重提高考生复习备考的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重点突出，将医师资格考试的核心和重点内容进行详细描述，从而有效的提高了复习的针对性
，提高备考效率；另外，编写强调了知识结构的逻辑性和快速识记。
在编写过程，编写专家对考试大纲中的若干知识点进行结构重建，有利于学习、记忆，提高复习的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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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考站 无菌操作、病历采集　　第二节 口腔检查　　一、口腔检查准备　　（一）诊室　　
清洁、安静、自然光线充足、通风。
光线充足与否对口腔检查极为重要。
自然光能真实反映牙冠、牙龈和口腔黏膜的色泽，故最为理想。
自然光线不足时，应有灯光辅助，以冷光源为宜。
口腔内光线不能直射到的部位，可借助口镜进行观察。
　　（二）着装　　术者着装整洁，穿戴好工作服、帽子、口罩。
精神饱满，态度热情。
　　（三）设备　　检查口腔综合治疗台各部分功能正常。
　　（四）医师和患者体位的调整　　1.医师体位一般采用坐位。
应当使人体的各个部位均保持在肌肉的张力较小、能连续进行口腔治疗工作而不感觉疲劳、自觉最舒
服的体位上。
医师坐在医师座椅上，两脚底平放地面，两腿自然分开，大腿下缘和双肩与地面平行，头、颈、胸、
背和腰部呈自然直立位；前臂弯曲，双肘关节贴近腰部，其高度应与患者口腔高度在同一水平面上。
术者的视线与患者的口腔应保持适当的距离，一般为20～30cm左右。
自患者头顶后方到右前方约60的范围为医师活动区域。
　　2.患者体位半卧位或平卧位。
调节患者位置，使患者头部与术者的肘部在同一水平，头部沿矢状位可左右移动。
治疗上颌牙时，使上颌平面与地面成45角。
治疗下颌牙时，使下颌平面与地面尽可能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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