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临床执业医师应试指导（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2临床执业医师应试指导（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811164343

10位ISBN编号：7811164345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作者：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  编

页数：1187

字数：97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临床执业医师应试指导（上下>>

内容概要

　　随着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的实行，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执业医师考试用书以其权威性、实用
性受到了广大考生的欢迎，并成为国家执业医师考试的品牌图书。
　　2009年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在内容、结构等方面较原大纲有较大的调整，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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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综合维持原来的学科
设置不变，但根据各基础学科的发展特点，对考核内容进行了增删、修改；临床类别专业综合打破了
原大纲按传统学科划分的模式，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学科综合成各个系统，这种按系统疾
病进行编排的新模式，扩大了考核范围，提高了对临床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考核要求。
　　执业医师考试的特点为内容多、题量大，今年在大钢又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医学出版
社本着严谨的态度，以帮助考生提高复习效率、顺利通过考试为己任，组织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及附属
医院的专家教授，严格按照最新考试大纲进行了全面的改版。
全新版本的执业医师考试丛书紧扣2009年大纲要求，涵盖大纲所要求的各个考点，重点突出，题目严
谨，实战性强，对广大考生通过执业医师考试有很好的辅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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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试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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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γ-氨基丁酸（GABA）：由L-谷氨酸脱羧酶催化谷氨酸脱羧基后生成，此酶在脑、肾中的
活性很高，所以脑中GABA含量较多。
GABA是抑制性神经递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
（2）组胺：由组氨酸在组氨酸脱羧酶催化下脱羧基产生。
组胺在体内分布广泛，乳腺、肺、肝、肌肉及胃黏膜含量较高，主要存在肥大细胞中，创伤性休克或
炎症病变部位有组胺释放。
组胺具有强烈的扩张血管功能，增加血管通透性，使血压下降。
组胺还可刺激胃蛋白酶原及胃酸的分泌。
（3）5-羟色胺（5-HT）：色氨酸先经羟化酶催化生成5一羟色氨酸，再由脱羧酶作用生成5-羟色胺。
除神经组织外，5-羟色胺还存在于胃肠道、血小板及乳腺细胞中。
脑内的5-羟色胺可作为神经递质具有抑制作用，在外周组织它具有收缩血管的作用。
5-HT经单胺氧化酶作用氧化为5-羟色醛，进而再氧化为5-羟吲哚乙酸随尿排出。
（4）多胺：是指含有多个氨基的化合物。
某些氨基酸脱羧基可产生多胺类物质。
如，鸟氨酸脱羧基生成腐胺，然后腐胺又可转变成精脒及精胺。
鸟氨酸脱羧酶是多胺合成的限速酶。
精脒和精胺是调节细胞生长的重要物质。
凡生长旺盛的组织，如胚胎、再生肝、肿瘤组织等多胺类含量较多。
多胺大部分与乙酰基结合随尿排出。
临床上利用测定病人血、尿中多胺水平作为辅助诊断及病情变化的指标之一。
2.一碳单位的概念、来源、载体和意义某些氨基酸分解代谢中可产生含有一个碳原子的基团，称一碳
单位。
主要来源于丝氨酸、甘氨酸、组氨酸和色氨酸。
四氢叶酸是其运载体，亦可认为是一碳单位代谢的辅酶。
一碳单位可作为嘌呤和嘧啶的合成原料，在核酸的生物合成中具重要作用。
3.甲硫氨酸循环 甲硫氨酸在腺苷转移酶的催化下，与ATP反应生成s-腺苷甲硫氨酸（SAM）。
SAM中的甲基为活性甲基，SAM称活性甲硫氨酸。
SAM经甲基转移酶催化，可将甲基转移给另一物质，使其甲基化，本身变为S-腺苷同型半胱氨酸。
后者水解脱去腺苷生成同型半胱氨酸。
同型半胱氨酸在N5-CH3-FH4转甲基酶催化下接受N6-CH2-FH4提供的甲基，重新生成甲硫氨酸，此即
甲硫氨酸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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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著的《临床执业医师应试指导(上下2012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严格按照最新
考试大纲进行了全面的改版。
全新版本的执业医师考试丛书紧扣新大纲要求，涵盖大纲所要求的各个考点，重点突出，题目严谨，
实战性强，对广大考生通过执业医师考试有很好的辅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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