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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讲义》（简称讲义），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全国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医学综合科目考试大纲（西医）》、第六版及第七版的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
内科学、外科学教材编写的。
为便于考生在较短时间内集中精力复习和掌握西医综合各科目中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本讲义用比较多的篇幅编写了上述各科的重点、难点，基本涵盖了各科的主要内容，力求系统、重点
突出。
为方便考生建立正确的概念，将生理学和病理学的专有名词及其解释专门列出，这也有利于对现行试
题题型做应试准备。
　　为使考生积累足够的应试经验和技巧，本讲义在各科重点、难点内容之后编写了大量试题。
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试题在每一章之后；其他各科，因为每一科的内容长短不一，试题有的在每一篇之
后，有的在数章之后。
这样安排便于考生查对、翻阅。
自2007年以来，西医综合的真题试卷有所变动，变动之一为A型题和B型题的备选项都为A、B、C、D
四项。
为方便考生适应这一变动，本讲义的《生理学》第一章和第二章强化训练的A型题与B型题备选项为A
、B、C、D四项，其他章和学科强化训练的A型题与B型题均为五个备选项，有助于加强复习的深度和
广度。
《2012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讲义》最后附有两套全真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和2008--2011年全国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科目试题及答案，以帮助考生进行考前训练。
　　《2012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讲义》第工部分为&ldquo;熟悉命题规律，正确把握复习切入
点&rdquo;。
　　《2012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讲义》强化训练的题量相当大，目的是帮助考生提高思维和解题
的能力。
《2012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讲义》所附练习题可能有个别地方斟酌不当、答案不十分准确，故考
生绝不可以《2012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讲义》所附练习题作为猜题、押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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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吉人，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学系教授，著名考研西医综合辅导专家，长期从事医学教育和研究
生培养工作，具有丰富的考研辅导与试题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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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的适应第三章 损伤的修复第四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第五章 炎症第六章 肿瘤第七章 免疫疾病第
八章 心血管系统疾病第九章 呼吸系统疾病第十章 消化系统疾病第十一章 淋巴造血系统疾病第十二章 
泌尿系统疾病第十三章 生殖系统疾病第十四章 传染病及寄生虫病第十五章 内分泌与生殖系统疾病V 
内科学第一篇 诊断学第一章 常见症状学第二章 体格检查第三章 实验室检查第四章 器械检查第二篇 循
环系统疾病第一章 心力衰竭第二章 心律失常第三章 心脏骤停与心脏性猝死第四章 心脏瓣膜病第五章 
冠心病第六章 原发性高血压第七章 心肌疾病第八章 急性心包炎第九章 感染性心内膜炎第三篇 呼吸系
统疾病第一章 慢性支气管炎和阻塞性肺气肿第二章 支气管扩张症和肺脓肿第三章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和呼吸衰竭第四章 支气管哮喘第五章 肺炎第六章 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气胸和胸腔积液第七章 弥
漫性实质性肺疾病第八章 肺血栓栓塞症(PTE)第四篇 消化系统疾病第一章 食管、胃部疾病第二章 肠部
疾病第三章 肝、胆、胰疾病第四章 中毒第五篇 泌尿系统疾病第一章 总论、肾小球疾病第二章 肾盂肾
炎、肾功能衰竭第六篇 造血系统疾病第一章 贫血第二章 溶血性贫血第三章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第四
章 白血病、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第五章 淋巴瘤第七篇 内分泌、代谢系统疾病及结缔组织病第一章 内分
泌疾病第二章 糖尿病第三章 结缔组织病Ⅵ 外科学第一篇 外科总论第一章 无菌术第二章 水、电解质代
谢和酸碱平衡失调第三章 输血第四章 外科休克第五章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第六章 手术前准备和手
术后处理第七章 外科营养第八章 外科感染第九章 创伤第十章 烧伤第十一章 肿瘤第十二章 移植第二篇
麻醉与复苏第一章 麻醉前准备内容第二章 常用的神经阻滞麻醉及蛛网膜下腔麻醉第三章 心肺复苏第
三篇 胸部外科疾病第一章 肋骨骨折与气胸第二章 创伤性窒息第三章 肺癌第四章 食管癌第五章 腐蚀性
食管灼伤第六章 原发性纵隔肿瘤第四篇 普通外科第一章 颈部疾病第二章 乳房疾病第三章 腹外疝第四
章 腹部损伤第五章 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第六章 胃、十二指肠疾病第七章 肠疾病第八章 阑尾炎第九章 直
肠肛管疾病第十章 肠炎性疾病第十一章 肝脏疾病及门静脉高压症第十二章 胆道疾病第十三章 胰腺疾
病第十四章 上消化道大出血的鉴别诊断和处理原则第十五章 急腹症的鉴别诊断和临床分析第十六章 
脾切除的适应证及其疗效第十七章 腹主动脉瘤和肢体动脉瘤第十八章 周围血管疾病第五篇 泌尿、男
性生殖系统外科疾病第一章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外科疾病的主要症状第二章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外
科检查第三章 常见泌尿系统损伤第四章 常见泌尿系统感染第五章 常见泌尿系统梗阻第六章 泌尿系统
结石第七章 常见泌尿、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诊断与处理原则第六篇 骨科第一章 骨折第二章 手外伤的
处理原则第三章 关节脱位第四章 膝关节韧带损伤、膝关节半月板损伤第五章 周围神经损伤第六章 运
动系统慢性损伤第七章 腰腿痛及颈肩痛第八章 骨与关节化脓性感染第九章 骨关节炎第十章 骨与关节
结核第十一章 常见的良性及恶性骨肿瘤第十二章 运动系统常见畸形附录2012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预测
试卷2008年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西医综合科目试题及参考答案2009年全国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西医综合科目试题及参考答案2010年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人学统一考试
西医综合科目试题及参考答案2011年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西医综合科目试题及参考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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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低位脑干对内脏机能的调节低位脑干包括延髓、脑桥和中脑。
由延髓发出的自主神经传出纤维支配头部的所有腺体、心脏、支气管、喉头、食管、胃、胰腺、肝和
小肠等。
许多基本生命现象（如循环、呼吸等）的反射调节在延髓水平已能初步完成。
因此延髓被称为基本生命中枢。
脑干网状结构中存在许多与内脏功能活动有关的神经元，其下行纤维支配脊髓，调节着脊髓的自主神
经功能。
中脑是瞳孔对光反射的中枢所在部位。
中脑和下丘脑、边缘前脑对自主神经功能的调节是不可分割的。
3.下丘脑对内脏活动的调节下丘脑与边缘前脑及脑干网状结构有紧密的形态和功能方面的联系，共同
调节着内脏的活动。
而且，现在认为，下丘脑不是单纯的交感或副交感神经中枢，而是较高级的调节内脏活动的中枢。
它能把内脏活动和其他生理活动联系起来，调节着体温、营养摄取、水平衡、内分泌、情绪反应、生
物节律等重要生理过程。
（1）体温调节。
现已肯定，调节体温的中枢在下丘脑。
该中枢包括温度感受部分和控制产热及散热功能的整合作用部分。
（2）摄食行为调节。
动物实验的结果提示，下丘脑外侧区存在摄食中枢，腹内侧核存在饱中枢。
摄食中枢与饱中枢的神经元活动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这些神经元对血糖敏感，血糖水平的高低
可能调节着摄食中枢和饱中枢的活动。
实验发现，电刺激动物下丘脑外侧区，引致动物多食，破坏此区域后则动物拒食；刺激下丘脑腹内侧
核，引致动物拒食，破坏此核后则动物食欲增大而逐渐肥胖。
（3）水平衡调节。
水平衡包括水的摄人与排出两个方面。
下丘脑内控制摄水的区域与上述摄食中枢极为靠近，但确切部位还不清楚。
下丘脑控制排水的功能是通过改变抗利尿激素的分泌来完成的。
一般认为：下丘脑控制摄水的区域与控制抗利尿激素分泌的核团在功能上是有联系的，两者协同调节
着水平衡。
（4）对腺垂体激素分泌的调节。
下丘脑内有些神经元能合成调节腺垂体激素分泌的肽类物质。
这些肽类物质经轴突运输并分泌到正中隆起，由此经垂体门脉系统到达腺垂体，促进或抑制某种腺垂
体激素的分泌。
此外，下丘脑内还有些神经元对血液中某些激素浓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当这些神经元感受了血液中某
激素浓度变化的信息后，可以反馈调节上述肽类物质的分泌，从而更好地控制腺垂体的激素分泌活动
。
（5）对情绪生理反应的影响。
研究指出，下丘脑内存在防御反应区，平时受大脑的控制，其功能不易表现。
切除动物大脑后，下丘脑的防御反应功能被释放出来，在微弱的刺激下就能激发强烈的假怒反应。
此外电刺激下丘脑外侧区可引致动物出现攻击厮杀行为，电刺激下丘脑背侧区则出现逃避行为。
（6）对生物节律的控制。
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可能是生物节律的控制中心。
研究表明，破坏小鼠的视交叉上核，可使原有的日周期节律性活动（如饮水、排尿等）的日周期丧失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

编辑推荐

《2012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讲义》：覆盖西医综合全部内容，附最新试题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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