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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为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优化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提高医务人员整体素质
，根据人事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必须经过公开招聘考
试通过后方可录用。
医疗卫生系统的招聘工作人员考试须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
，采取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招聘人数达10万人，报考比例更是节节攀升。
为了帮助考生在掌握考试所要求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范、专业的考前训练
，以熟悉考试题型、掌握解题方法和技巧，中公教育力邀医学界资深教育和命题专家，在深入分析、
研究全国医疗卫生系统招考考情的基础上，精心编写了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指导
用书。
本套教材共21本图书，基本涵盖了医疗卫生系统招聘考试的大部门科目，包括广受考生欢迎的11本基
础教材，及10本专业课试卷。
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紧贴考试，针对性强本书严格依据医疗卫生系统最新考试要求编写，内容符
合医疗卫生系统考试的考查重点——检测考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素质，测评考生
的综合分析能力、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判断的能力，因此针对性强，使考生免
做无用功。
2.精准把握，命中率高本书在深入分析、研究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真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
考试的理论知识点与命题实践相结合，对知识点进行系统地归纳总结，知识点覆盖面广，命中率极高
。
“以最短的复习时间获得最好的成绩”是每一个考生的心愿，本书将众多命题研究专家的最新研究成
果汇编成书，指引考生找到正确的备考方法，减轻考生负担，助考生事半功倍，轻松备考。
3.内容权威，实用性强本书由多位医学专家和具有多年一线教学经验的教师精心编写而成，又经过了
数次的专业审读，内容翔实可靠，不仅集权威性、时效性于一身，而且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对考生快
速提高考试成绩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4.超值服务，巩固提升凡购买医疗卫生系统系列正版丛书，凭随书附赠密码卡，登录资料网站，即可
立享价值150元精选资料下载，有效巩固各学科知识点，进一步提高应试能力。
中公教育医疗卫生考试研究院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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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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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影响免疫耐受形成的因素及形成免疫耐受的机制（329） 第三节免疫耐受的意义（329） 第十
四章超敏反应（330） 第一节概述（330） 第二节I型超敏反应（330） 第三节Ⅱ型超敏反应（332） 第
四节Ⅲ型超敏反应（332） 第五节Ⅳ型超敏反应（333） 第十五章自身免疫和自身免疫性疾病（333） 
第一节概述（333） 第二节自身免疫的组织损伤机制（334） 第十六章免疫缺陷病（334） 第十七章肿
瘤免疫（336） 第一节肿瘤抗原概述（336） 第二节机体抗肿瘤的免疫效应机制（337） 第十八章移植
免疫（337） 第一节基本概念（337） 第二节同种移植排斥反应的类型及机制（338） 第十九章免疫学
检测技术（338） 第一节体外抗原抗体检测（338） 第二节免疫细胞分离（340） 第三节免疫细胞的特
异性、数量和功能检测（341） 第二十章免疫学防治（342） 第一节免疫治疗（342） 第二节免疫预防
（342） 第九部分诊断学 第一章临床常见症状（344） 第一节发热（344） 第二节皮肤黏膜出血（345）
第三节水肿（346） 第四节疼痛（347） 第五节咳嗽与咳痰（348） 第六节咯血（349） 第七节呼吸困难
（349） 第八节发绀（350） 第九节心悸（351） 第十节恶心与呕吐（352） 第十一节呕血（352） 第十
二节便血（353） 第十三节腹泻（353） 第十四节黄疸（354） 第十五节血尿（354） 第十六节少尿、无
尿与多尿（355） 第十七节尿频、尿急与尿痛（355） 第十八节眩晕（356） 第十九节抽搐与惊厥（356
） 第二十节意识障碍（357） 第二章体格检查（357） 第一节体格检查的基本方法（357） 第二节一般
检查（358） 第三节头颈部检查（362） 第四节胸部及肺检查（364） 第五节心脏及血管检查（366） 第
六节腹部检查（370） 第七节脊柱、四肢及关节检查（372） 第八节神经系统检查（373） 第三章实验
室诊断（374） 第一节血常规检查（374） 第二节尿液常规检查（376） 第三节粪便常规检查（379） 第
四节肝脏病常用检查（380） 第五节肾功能检查（382） 第六节脂类代谢检查（383） 第七节血糖及其
糖代谢检查（384） 第四章器械检查（386） 第一节心电图检查（386） 第二节超声波检查（390） 医疗
卫生专业知识考点精讲课程（395） 中公教育 全国分校一览表（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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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生命的物质基础 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本质、探讨生物发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
学。
所以也称为生命科学。
生物学不仅是医学基础课程的基础，而且生物学理论概念的建立对医学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
 生物所表现的各种生命现象，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
生命物质即原生质，是指组成细胞的全部生活物质。
 各种生物的原生质组成，在元素组成上极为相似。
按其在生命体中含量的多少，分为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大量元素包括：C、H、O、N、P、S、CA、CL、K、NA、MG、FE，其中C、H、O、N四种元素含
量约占细胞的90％。
微量元素包括：CU、ZN、I、BA、MN、SE等，这些元素含量虽少，但在细胞的代谢中有重要作用。
 组成原生质的所有元素，在生物体中并非是简单堆砌，而是以不同的比例按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形成
各种化合物。
组成原生质的化合物分为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
无机物主要包括水和无机盐类。
有机化合物包括糖类、脂类、蛋白质、核酸等，其中蛋白质和核酸称为生命大分子。
这些化合物按照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便构成了原生质。
 第一节无机化合物 一、水 水是原生质中含量最多的物质，占细胞总量的60％～90％。
不同的生物或同一个个体的不同器官，其含水量相差很大。
 水在原生质中以两种状态存在：游离水和结合水。
游离水是指以游离状态存在的，可自由流动的水。
原生质中绝大部分水属于游离水。
结合水是指直接与蛋白质分子或其他物质结合的水。
 水是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其主要的生理功能有：①水是细胞内良好的溶剂，许多物质都能溶解
在水中。
水在体内流动可以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各个细胞，同时，也把各个细胞在新陈代谢中产生的废物运送到
排泄器官或者直接排出体外。
②参与细胞内各种代谢活动。
细胞内的各种生化反应，都必须在水环境下进行，水还可以作为反应物直接参与化学反应。
③水还具有调节体温的作用。
 二、无机盐 无机盐在原生质中的含量为1％。
无机盐多数以离子的形式存在于原生质及其周围环境中，含量较多的有K＋、NA＋、CA2＋、MG2＋
、CL－等。
 无机盐离子在原生质中的含量虽然很少，但其功能却十分重要，主要表现在：①维持体液的酸碱度。
②维持细胞内外的渗透压。
③维持细胞的膜电位。
④构成某些蛋白质或酶的组成成分。
 第二节有机化合物 一、糖类 糖类由C、H、O三种元素组成。
糖类可分为单糖、双糖和多糖三大类。
 常见的单糖有葡萄糖、果糖、核糖和脱氧核糖等。
其中葡萄糖是组成多糖的基本单位。
人血液中的葡萄糖称为血糖。
 双糖由两个单糖分子脱水缩合而成，常见的双糖有蔗糖、麦芽糖和乳糖等。
 多糖是由多个葡萄糖分子脱水缩合而成的大分子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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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细胞中最重要的多糖是植物淀粉和纤维素。
人和动物细胞中最重要的多糖是糖原，糖原在肝脏和肌肉的细胞中含量较多。
糖原是动物细胞中储存能量的物质。
 糖类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供能：糖类是生物体生命活动中的主要能源物质，人体所需
能量的50％以上来自糖类。
②某些结构或物质的组成成分，例如糖类可参与构成生物膜。
 二、脂类 脂类是脂肪、类脂和甾醇类化合物的总称，其特点难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
 脂肪由C、H、O三种元素组成，是一分子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结合而成的化合物。
它是生物体内储存能量的主要物质。
人和动物体内的脂肪还具有保护组织器官、维持体温恒定的作用。
 类脂由脂肪酸、甘油和含氮碱基组成。
人体内重要的类脂是磷脂类。
磷脂分子是细胞各种膜的组成成分，构成膜的骨架，对维持细胞形态和细胞的内外物质运输具有重要
作用。
 甾醇类主要包括胆固醇、性激素、维生素D和胆汁酸等。
这些物质对维持细胞的结构和正常的新陈代谢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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