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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各专业的专升本考试因其为专科学生提供了一次攻读本科的机会，而备受考生的重视，被称为
“小高考”。
随着近几年参加专升本考试的考生逐年增多，社会对这一考试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
为了使考生更好地学习和复习，更全面地掌握教材的内容，也为了提高专升本考试的质量，我们组织
在医学综合相关课程的教学中有丰富教学经验、并曾参与医学综合命题和阅卷的教师编写本书，旨在
帮助考生于短时间内将医学综合课程的教材内容融会贯通，提高应试水平。
本书的编写根据医学综合专升本入学考试所涉及的课程，依据医学专科统编第五版《生理学》、《生
物化学》、《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教材的章节为序。
每单元内容包括“考点解析”、“测试题”、“参考答案”三部分。
前一部分着重解析各单元的基本概念、重点内容及考点知识，后两部分供考生自我测试。
试题难易适宜，命题时，对每一单元均安排有60％的应知应会试题、20％中难度试题和20%高难度试
题；题型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问答题和部分病例分析题。
为引导学生有指向性地加强考点知识的温习，也为节省篇幅版面，“测试题”中的名词解释及部分简
答题的“参考答案”予以省略，改为在“考点解析”中的相关部分，以灰底字显示。
由于编写针对性强，因而本书具有很好的应试辅导作用。
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紧扣教学大纲，章节安排与教材同步，便于与课堂学习同步；②本书作
者均为多年一直在教学一线工作的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了解学生学习的薄弱环节和常见的难
点，并对此进行适当的强调，有助于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③强调和巩固知识要点，学生可对某
一知识要点进行自我测试，找出学习中的不足予以加强。
每部分测试题均备有参考答案，便于学生自学和自测。
为提高本书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全体编写人员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并融合了实际教学以及专升本
入学考试辅导的经验和体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由于受作者的能力和水平所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难免有错误、疏漏或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
同行给予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在再版时予以修正。
最后，预祝阅读本书的考生考试顺利，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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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校医学专业专升本入学考试辅导用书，覆盖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内科学和外科
学五大科目，由熟悉考试要求，富有命题、阅卷经验的一线教师，在认真总结历届专升本人学考试辅
导心得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
本书编写以各科教材章节为序，每单元分为“考点解析”、“测试题”和“参考答案”三个部分。
最后附有“仿真模拟试卷”，以便考生进行实战演习。
本书以提高考试成绩为宗旨，不但系统解析考点知识，而且提供一种高效的考试复习方法，有助于考
生在短时间内将教材内容融会贯通，全面掌握考试重点，大幅度提升应试水平。
    本书供医学专业跨校专升本和社会专升本考生使用，也可作为医学本科、专科和高职院校教师的教
学参考用书和考试辅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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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篇 病理学第一单元 绪论考点解析一、病理学及其任务病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規律的一门
学科。
任何疾病都是在病原因子和机体反应功能的相互作用下，患病机体的有关器官、组织发生了代谢、功
能和形态结构发生了改变。
病理学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方法探讨疾病的原因、发病机制、患者机体所发生的各种病理变化及疾病
的转归和结局，从而揭示疾病的本质，阐明疾病的发生发展韵规律，为防治疾病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
二、病理学在医学中的地位病理学除侧重从形态学角度研究疾病外，也研究疾病的病因学、发病学以
及形态改变与功能变化及临床表现的关系。
因此，病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
病理学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对疾病的研究和诊断上。
在医学诊断中，尽管有各种辅助诊断，但最具权威性也最能为临床提供准确诊断的是病理诊断。
三、病理学的研究方法1. 活体组织检查 用局部切除、钳取、摘除等手术方法，从患者活体部位采取组
织进行病理检查，确定诊断，称为活体组织检查，简称活检。
这种检查方法有助于及时准确地对疾病作出诊断和进行疗效判断。
2. 尸体剖检 尸体剖检简称尸检，主要方法是通过肉眼观察和显微镜观察，系统地检查全身各脏器、组
织的病理改变，结合临床病史，做出全面的疾病诊断。
对查明死亡原因，验证诊断和治疗是否正确、总结经验经验教训、提高临床工作的质量以及解决医疗
纠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 动物实验 根据研究者需要，运用动物实验的方法，在适宜动物身上复制某些人类疾病的模型，进行
观察研究，了解某些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疾病的转归以及治疗疾病的药物疗效。
但动物与人体毕竟存在差异，不能将动物实验的结果直接套用于人体。
4. 组织培养与细胞培养 根据研究目的，将人体或动物体某种组织或细胞分离出来，用适宜的培养基在
体外加以培养。
但孤立的体外环境毕竟与各部分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体内的整体环境不同，故不能将研究结果与
体内过程等同看待。
5. 病理学的观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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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综合应试指南: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普通高等医学院校专升本入学
考试辅导丛书。
本丛书涵盖医学、护理专业专升本入学考试所有科目，由熟悉考试要求，富有命题，阅卷经验的一线
教师，在认真总结历届专升本考试辅导心得的基础上，结合考生应试复习的心理特点精心编写而成。
本丛书供医学、护理专业跨校专升本和社会专升本考生使用。
本系列考试辅导丛书是专为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专业和护理学专业专升本考生编写的入学考试辅导
用书，均由熟悉考试要求，富有命题、阅卷经验的一线教师，在认真总结历届专升本入学考试辅导心
得的基础上，结合考生应试复习的心理特点精心编写而成。
力求为考生提供多角度、全方位、最恰当的考前辅导，使考生用最少的复习时间，取得理想、满意的
考试结果。
《医学综合应试指南》涵盖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内科学和外科学五大科目；《护理综合应试
指南》涵盖生理学、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和外科护理学四人考试科目。
本丛书按学科分篇，各单元均按教材章节为序，分为“考点解析”、“测试题”和“参考答案”3个
模块。
另附全真模拟试卷，较好地反映了近5年来专升本入学考试的概貌，对考生了解考试实情会有很大帮
助。
本丛书供专升本考生入学考试复习使用，也可作为医学本科、专科和高职院校教师的教学参考用书及
考试辅导用书。
医学综合应试指南——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护理综合应试指南——生理学、
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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