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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士）资格考试具有考点多、面广、题量大、
分值小的特点。
靠着押题、扣题式的复习方法难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
相反，全面、系统的“笨”办法反而显得更加有效。
但是，对于考生来说，这种全面、系统的“笨”办法又有许多难题：一方面这些考生不同于中考或高
考的学生，他们的时间很多是零散的，精力难以集中，往往是拿起书本，眼睛已经放在书本上几分钟
了，脑袋却还在白天各式各样的事情上，或者是复习的事情做着做着，脑袋里却出现了其他的事情而
走了神；另一方面，考生的学习耐力也是有限的，长篇大论的内容往往使考生读过以后还不知所云。
考生面对品种众多的复习资料也是目不暇接，无从选择。
这些都说明了广大考生热切盼望着一种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出现。
　　考试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学习得法就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备考时掌握以下几点原则非常重要：①要掌握考试大纲，认清复习重点；②重视历年考试真题，掌握
命题规律；③坚定信心，多记多做，认真备考。
学习方法也离不开“先死后活”，先“死记硬背”，后“活学活用”。
背什么，才能背以致用，这个就离不开“采分点”，正是对考试和广大考生特点的研究和总结，针对
广大考生在复习应考时所面临的困难，经过长期研究考试规律，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采分点必背”系
列选题就是针对这几点而精心策划编写的。
　　根据对历年考点及考试真题的分类分析，本书共归纳“采分点”近3000个，并且对“采分点”中
做了关键词、句的标识。
　　本书涉及内容广泛，虽经全体编者精心编写、反复修改，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
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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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严格按照《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初级（士）考试大纲》的要求编写，根据对历年考点及历年考试真
题的分类解析，进一步提炼“采分点”而成。
全书精炼、准确，必背“采分点”突出。
可使考生了解命题趋势和命题重点，以便掌握解题思路和答题技巧。
本书将考试大纲和复习指导用书融为一体，为考生提供了一本高效的复习自学用书。
此外，本书还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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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临床检验基础　　第一章　血液样本采集和血涂片制备　　采分点1：血液由红细胞、
白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组成。
　　——易混淆选项：组织细胞：淋巴细胞　　采分点2：离体后的血液自然凝固，分离出来的淡黄
色透明液体称为血清。
　　——易混淆选项：血浆　　采分点3：血清与血浆的区别是血清缺少某些凝血因子。
　　——易混淆选项：血浆缺少某些凝血因子；血浆缺少凝血酶原　　采分点4：血清适用于临床化
学和临床免疫学检查。
　　——易混淆选项：血浆；全血；血细胞　　采分点5：正常人血量约为（70±10ml）/kg体重，成
人4～5L，占体重的6％～8％，其中血浆占55％，血细胞占45％。
　　——易混淆选项：4％～6％；4％～8％；6％～10％：8％～10％　　采分点6：血液的红色来自红
细胞内血红蛋白。
动脉血氧合血红蛋白含量较高，呈鲜红色；静脉血还原血红蛋白含量高，呈暗红色。
　　——易混淆选项：淡红色；暗红色　　采分点7：严重一氧化碳中毒或氰化物中毒者血液呈樱红
色。
　　——易混淆选项：暗红色：淡红色：鲜红色　　采分点8：正常人血液pH值的波动范围是7.35
～7.45。
　　——易混淆选项：5.31～6.34；6.31～7.31；6.34～7.31；7.31～8.34　　采分点9：正常男性的血液
比密为1.055～1.063，女性为1.051～1.060，相对黏度为4～5；血浆比密为1.025～1.030；血细胞比密约
为1.090。
血液比密与红细胞含量、红细胞内血红蛋白含量有关。
血浆比密和血浆内蛋白浓度有关。
　　——易混淆选项：1.002～1.012；1.012～1.021；1.023～1.025　　采分点10：血液具有红细胞的悬
浮稳定性、黏滞性、凝固性三种特性。
　　——易混淆选项：沉淀性；分离性　　采分点11：正常人的血浆黏度约为生理盐水黏度的1.6倍。
　　——易混淆选项：0.6倍；1.3倍；2倍；2.6倍　　采分点12：血液黏度与血细胞比容、血浆黏度有
关。
　　——易混淆选项：红细胞数目；血浆总蛋白含量；血浆NaCl含量　　采分点13：血液生理功能包
括：运输功能、协调功能、维护机体内环境稳定和防御功能。
　　——易混淆选项：排斥功能；抵触功能；吸收功能　　采分点14：静脉采血通常使用的采血部位
是肘部静脉、手背静脉、内踝静脉、股静脉。
　　——易混淆选项：颈外静脉；小腿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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