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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 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推荐资料。 

一、考研真题及重点名校真题汇编 

1．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 1998-1999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2.附赠重点名校：基础医学综合 2010-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

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二、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资料 

3．《生理学》考研相关资料 

（1）《生理学》[笔记+提纲] 

①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理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推荐资料。 

②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理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理学》单项选择题精编。 

②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理学》多项选择题精编。 

③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理学》名词解释题精编。 

④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理学》简答题精编。 

⑤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理学》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推荐资料。 

  

（3）《生理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理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推荐。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推荐资料。 

  

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考研相关资料 

（1）《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笔记+提纲] 

①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推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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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5．《生物化学》考研相关资料 

（1）《生物化学》[笔记+提纲] 

①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物化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推荐资料。 

②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物化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生物化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物化学》单项选择题精编。 

②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物化学》多项选择题精编。 

③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物化学》名词解释题精编。 

④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物化学》简答题精编。 

⑤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生物化学》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推荐资料。 

  

（3）《生物化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物化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物化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推荐。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物化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推荐资料。 

  

6．《医学细胞生物学》考研相关资料 

（1）《医学细胞生物学》[笔记+提纲] 

①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细胞生物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推荐资料。 

②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细胞生物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7.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细胞生物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医学细胞生物学单项选择题精编。 

②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医学细胞生物学多项选择题精编。 

③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医学细胞生物学名词解释题精编。 

④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医学细胞生物学简答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4 页 共 974 页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推荐资料。 

  

8.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药学细胞生物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细胞生物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细胞生物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推荐。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细胞生物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推荐资料。 

  

9．《医学微生物学》考研相关资料 

（1）《医学微生物学》[笔记+提纲] 

①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微生物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推荐资料。 

②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微生物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10.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微生物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医学微生物学选择题精编。 

②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医学微生物学名词解释题精编。 

③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医学微生物学简答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推荐资料。 

  

11.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微生物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微生物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微生物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推荐。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之医学微生物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推荐资料。 

  

二、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12．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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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备考信息 

 

北京大学 755 基础医学综合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1. 《医学生理学》管又飞，朱进霞，罗自强主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第 4 版 

2. 《生理学》王庭槐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9 版 

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周春燕，药立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9 版 

4. 《生物化学》李刚，贺俊崎主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第 4 版 

5. 《医学细胞生物学》杜晓娟主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第 3 版 

6. 《医学细胞生物学》安威主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第 4 版 

7. 《医学微生物学》李凡，徐志凯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9 版 

8. 《医学微生物学》张凤民，肖纯凌，彭宜红主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第 4 版 

 

北京大学 755 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歌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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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生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机体的功能活动、内环境及其稳态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生理学的研究对象 

考点：从不同层而认识生理学 

考点：人体生理研究是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对人体功能的研究 

考点：科学方法是解开生理学问题的钥匙 

考点：适应性是机体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 

考点：生死是机体繁衍后代、延续种系的基本能力 

考点：自身调节是由某些纠胞或组织器官内在特性决定的 

考点：反馈控制系统是机体维持稳态的闭环自动控制系统 

考点：前馈控制系统使机体的调节活动更富预见性和适应性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1.生理学的研究对象 

生理学是生物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门研究机体生命活动各种现象及其功能活动规律的科学所谓

机体，指的是右机体，即生物体，是自然界中有生命物体的总称，可以包括动物、植物等因此，生理学对

不同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也形成了不同的生理学科按不同的研究对象,可分为动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人

体生理学等按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状态不同，又可分太空生理学、潜水生理学、高原生理学等。 

 

2.生理学的研究任务 

由于有机体中最高等、最复杂的是人体,人们对人体生理学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对其他生物体

的生理学研究因此它最具有代表性,通常所讲的生理学指的是人体生理学 

人体生理学是研究人体机能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人体是一个结构功能极其复杂的统一整体,在人体生

理学的研究任务中，既要研究人体各系统器官和不同细胞的正常生命的功能活动现象和规律并阐明内在机

制，又要研究在整体水平上各系统、器官、细胞乃至基因分子之间的相互联系，因为生命活动实际上是机

体各个细胞乃至生物分子、器官、系统所有机能活动互相作用、统一整合的总和。 

 

3.机体各系统的功能互相配合构成生命活动的总和 

细胞（cell）是构成机体的基本单位单细胞生物体的全部生命活动都发生在一个细胞内在人体，不同

的细胞群构成了各种组织和器官，功能相同的器官组成了系统,它们各司其职，互相联系，密切配合，构成

了机体生命活动的总和。 

 

4.生理学与医学学的关系 

生理学与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基础医学中，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的研究都建立在生理学的

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如对于强心药物的药效评价，常采用正常心功能曲线作为参照此外，基础医学中

的很多研究方法也是从生理学的研究方法发展而来的如器灌流、电生理技术等均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相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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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 

在临床医学中，人们通过观察、体验、总结积累了很多关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知识，并形成了一些生理

学的概念。如美国外科医生 W.Beaumont 在 1822 年通过观察因猎枪走火导致胃瘘的病人，发现了胃体运动

和胃酸分泌规律，一些基本生理活动，如体温、心率、呼吸和血压均是临床上必不可少的观察指标，而生

理学为其提供了正常的参考值范围。所以在临床上，无论在诊断、治疗、康复方面都离不开以生理学作为

正常的对照相反，认识了人体正常生理机能之后，人们便可以更好地认识疾病发展的规律和病理变化特点，

促进临床诊疗水平的进步 

由此可见，生理学的研究为现代医学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理解的基础，而临床治疗和疾病过程的研究乂

有助于我们对正常生理功能的理解生理学和医学这种联系已被社会广泛认可，诺贝尔基金会也专门为此设

立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生理学对医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随着转化医学概念的提出，生理学工作者和临床医学工作苫也将更加紧密合作，推动生理学与临床医

学的合作研究，并把研究的成果及时转化，为临床医学提供更多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方法。 

 

5.从不同层而认识生理学 

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结构和功能的单位是细胞，不同细胞构成了不同的组织，几种组织相结合，组成器

官和系统，各系统相互协调构成有机体的统一整体因此，人们从研究分子和细胞层面、器官和系统层面、

整体层面认识生理学。 

（1）从器官和系统层面研究生理学 

早期的生理学研究主要展开器系统功能活动的研究，即音重阐明器官和系统的功能活动规律以及受哪

些因素的调节例如对心脏泵血功能的研究是围绕心脏泵血的过程、心脏泵血功能的评价,包括心输出址.心

脏做功虽和心脏泵功能的储备；影响心脏泵因素，包括前负荷、后负荷、心肌收缩力和心率，从而阐明器

官功能. 

（2）从细胞和分子层面研究生理学 

由于各器官的功能是由构成该器官的各种细胞的生理特性所决定的，因此，从细胞水平着手研究有助

于对器官功能的深入了解如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J.O'Keefe 和 Moser 夫妇研究发现大脑海马

区存在“位置细胞”和“网格细胞”，从而发挥大脑的定位功能- 

近三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的&速发展，特别是实验技术的突飞猛进，给细胞分子水平的生理学研究带

来了广阔崭新的前景，生理学家逐步了解到细胞间识别、信号转导和物质转运的机制，揭示了细胞增殖、

细胞分化的一些规律，进而深入到基因组的结构功能与染色体遗传信息构建的水平例如心脏之所以能搏

动，是由于肌细胞中含有特殊的蛋由质,这些蛋白质分子由特定基因编码，具有一定的结合排列方式，在离

子浓度的变化和酶的作用下其排列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发生收缩或舒张的活动。 

（3）从整体层面研究生理学 

整体水平研究是以完整的机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各种生理条件下不同器官、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协调

的规律人体的生理活动是体内各个器官、系统的生理功能活动相坏.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完整而协调的过程在

整体水平研究中既要注意到整体的共性，又注意到个体的特性人的生理活动具有个体的特点，并伴随着个

体生活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着，而且不同个体处在同一状态也存在差异。 

现代高新技术使我们有可能将整体、器官、组织、细胞乃至基因的结构与功能分析深入到生物大分子

内部，揭示出机体更多未知的功能和活动规律，但就生理学的任务和研究目的而言，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

究是一个永恒的命题（青岛金м榜华研教В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核心笔记】生理学的常用研究方法 

生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实践性也很强的科学生理学的每一个知识或结论均从实验中获得因此实验

研究的方法对于生理学的进展至为重要早期的生理学研究方法多来源于对人体和疾病过程的直接观

察,1628 年，威廉·哈维发表《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他根据动物实验证实了体内的血

液循环现象，并阐明了心脏在循环过程中的作用，指出血液受心脏推动，沿着动脉血管流向全身各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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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静脉血管返回心脏,并循环不息。 

生理学实验是人为控制一定的实验条件，对生命活动现象进行,科学观察和分析，以获得对这种生命活

动规律认识的一种研究手段由于生物伦理学对实验对象的限制,我们不可以将对机体有害的或对机体存在

潜在损害的实羚在人类|'|身进行因此，利用动物实验来探讨人体的某些生理功能及其产生.机制是不可缺少

的但.人类也认识到生命伦理的重要性，并订“3R”原则以规范使用实验动物的研究行为在使用实验动物

时，应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需求选用适当的动物种类并考虑动物的性别、年龄、体重等因素。 

 

1.动物实验按其进程通常可分为急性实验和慢性实验 

（1）急性实验 

是以动物活体标本或完整动物为实验对象、人为地控制实验条件,在短时间内对动物标本或动物整体特

定的生理活动进行观察和干预并记录其实验结果作为分析推断依据的实验。实验通常具有损伤性.其至不时

逆转，可造成实验对象的死亡。急性试验可分为在体实验和离体实验，在体实验是指在麻醉或清醒状态下

的完整动物身上进行的观察或实验,也称活体解剖实验。 

（2）慢性实验 

是指以完整、清醒的动物为研究对象，尽量使动物所处的外界环境接近自然常态，在一段时间内，在

同一动物身上反复多次观察完整机体内某些器官功能活动或生理指标变化的实验。实验一般在动物清醒的

状态下进行，必要时也可对动物先进行预处理,待动物康复后再进行实验。 

急性、慢性实验作为常用的两种生理学实验方法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毕竟动物的研究始终不能代

替人体的研究，对人体功能和活动规律的认识仍需以人体作为研究对象。 

 

2.人体生理研究是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对人体功能的研究 

由于伦理学的限制，早期的人体生理研究主要是以调查和记录人体的一些生理参数资料为主，如人体

身高、体重、血压、心率、肺活量、血细胞数量等也可观察、记录人体处于高温、低氧（高原）、失重（航

空）等环境下的习服的生.理适应性改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电子技术、光化学技术、

声学技术等日新月异的进步,让人体无创性的研究成为厂可能。心电图、脑电图、超市和 x 光影像技术为人

体生物电和器官形态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进化程度越高级，其机体的功能活动就越复杂人类是进化最高级的动物，其功

能活动的精确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 

 

3.科学方法是解开生理学问题的钥匙 

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去解决生理学遇到的种种难题，是获得生理学理知的重要途径。过往人们对生理

学的研究,从初步观察记录开始,并通过假设推断来认识人体的构造和生理活动方式公元 2~3 世纪的古罗马

医生盖伦采取观察，假设、类比思维的方法认识人体生理学，在至威廉-哈维开辟了直接向现象求知，通过

实验求证问题的科学方法，生理学研究才走上现代实验科学的正确轨道。科学方法包括研究技术手段和方

法论，前者多借助于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来开展研究:后者是指进行科学研究时采用的工作方法和思

维模式，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已形成:“问题的提出——假设——设计实验验证假设——实验（观察、记录、

收集资料证据）——讨论分析一一得出结论（证实或推翻先前的假设）”的工作思维模式人们借助理化技

术以观察生理学活动的现象，以数据、图像来表现这些生理活动的情况,运用数理统计学的方法，整理分析

资料，使生理学从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 

从而了解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 

 

【核心笔记】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 

无论是单细胞还是高等动物，各种生物体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生命特征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发现这些

基本的生命特征至少包括下面四种——新陈代谢、兴奋性、适应性和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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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陈代谢是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特征 

机体要生存就得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摄取营养物质以合成自身的物质，同时不断分解自身

衰老退化物质，并将分解产物排出体外这种自我更新过程称为新陈代谢。由于新陈代谢包括体内各种物质

的合成、分解和能域转化利用，故包含物质代谢（合成代谢、分解代谢）和能量代谢（能量转换利用）。 

 

2.兴奋性反映组织细胞接受刺激产生反应的能力 

机体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中，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机体会主动对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宜的反应，比如单细

胞生物阿米巴原虫摄食时可伸出伪足，包围并摄入食物颗粒,但一旦碰到打害物质，伪足会立刻游走避开 

通常机体内不同的组织细胞对刺激所产生的反应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比如，神经细胞（包括感受器）对

刺激表现出来的反应形式是产生和传导动作电位；骨骼肌、心肌、平滑肌则表现为收缩和舒张；而各种腺

体则表现为分泌腺液在生理学中，我们将这些接受刺激后能迅速产生某种特定生理反应的组织称为可兴奋

组织机体或可兴奋组织.细胞。接受刺激产生反应时，其表现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相对静止变为显

著的运动状态，或原有的活动由弱变强，称为兴奋。 

并不是所有的刺激都能引起机体的反应，刺激要引起反应通常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足够的刺激强度、

足够的刺激作用时间和适当的刺激强度。时间变化率若固定刺激作用时间（即固定刺激波形的波宽）和刺

激强度•时间变化率（可采用方波）,单独改变刺激强度来刺激活组织细胞时，可观察到不同的刺激强度对

活组织细胞反应的影响，通常我们将能引起活组织细胞产生反应的最小刺激强度称为阈强度.简称阈值 

活组织细胞接受刺激产生反应（动作电位）的能力称为兴奋性不同的组织细胞对同样刺激的反应不同，

通常可以采用阈值衡址兴奋性的高低对 F 兴奋性高的组织细胞，用较小的刺激便能让其产生兴奋，即其阈

值较低对于兴奋性较低的组织细胞，需用较强的刺激才能让其产生兴奋，即其阈值较高,，因此，阈值的大

小可反应组织细胞兴奋性的高低两者呈反变关系： 

 

 

3.适应性是机体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 

生物体所处的环境包括大气、气压、温度、湿度等，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不同的季候这种变化的差

别很大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已逐步建立了一套通过自我调节以适应生存环境改变需要的反应方式机

体按环境变化调整自身生理功能的过程称为适应。 

适应能力是生物体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生存能力，也是一种习服现象这种适应过程与环境变化的强度

和适应的持续时间有关。长期刺激与适应的结果可通过基因水平的固化而保留给后代，如长期生活在寒带

的人群比生活在热带的人群的抗寒能力强;而长期生活在热带的人群的耐热能力则优于生活在寒带的人群。

疾病的过程其实也是机体对致病因素的一个异常的适应过程。 

 

4.生死是机体繁衍后代、延续种系的基本能力 

生殖是机体繁殖后代、延续种系的一种特征性活动。成熟的个体通过无性或有性繁殖方式产生或形成

与本身相似的子代个体。无性生殖是指不经过两性生殖细胞结合，由母体直接产生新个体的生殖方式，如

分裂生殖（细菌等）、出芽生殖（水蝗、等）、抱子生殖（蕨类等）。有性生殖是指由亲代产生的有性生

殖细胞，经过两性生殖细胞（如精子和卵细胞）的结合，成为受精卵，再由受精卵发育成为新的个体的生

殖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包括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泡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胚胎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不仅解决了人类不孕不育症的困扰,而且使优生优育成为可能此外，多莉车的诞生和克

隆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对伦理学和传统生殖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考验着人类理性发展的智慧。 

 

【核心笔记】机体的内环境、稳态和生物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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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蛋白质的分离纯化与结构分析 

考点：蛋白质的分子组成 

考点：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考点：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考点：蛋白质的理化性质 

 

考研核心笔记 

1.蛋白质(protein) 

是由许多氨基酸(amino acids)通过肽键(peptide bond)相连形成的高分子含氮化合物。 

蛋白质是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功能最多的生物大分子物质，几乎在所有的生命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1）作为生物催化剂，（2）代谢调节作用，（3）免疫保护作用，（4）物质的转运和存储，（5）

运动与支持作用，（6）参与细胞间信息传递。 

 

2.蛋白质的分子组成 

（1）蛋白质的元素组成主要有 C、H、O、N 和 S，各种蛋白质的含 N 量很接近，平均 16%。 

通过样品含氮量计算蛋白质含量的公式：蛋白质含量 ( g % ) = 含氮量( g % ) × 6.25 

（2）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L-a-氨基酸：种类、三字英文缩写符号、基本结构。 

分类（非极性脂肪族氨基酸、极性中性氨基酸、芳香族氨基酸、酸性氨基酸、碱性氨基酸）。 

理化性质（两性解离及等电点、紫外吸收、茚三酮反应 ）。 

（3）肽键是由一个氨基酸的 -羧基与另一个氨基酸的 -氨基脱水缩合而形成的化学键。 

肽、多肽链；肽链的主链及侧链；肽链的方向（N-末端与 C-末端），氨基酸残基； 

生物活性肽：谷胱甘肽及其重要生理功能，多肽类激素及神经肽。 

 

3.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1）蛋白质一级结构 

概念：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指多肽链中氨基酸的排列顺序。 

主要化学键——肽键。二硫键的位置属于一级结构研究范畴。    

（2）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概念：蛋白质分子中某一段肽链的局部空间结构，即该段肽链主链骨架原子的相对空间位置，并不涉

及氨基酸残基侧链的构象 。 

主要化学键：氢键 

肽单元是指参与组成肽键的 6 个原子位于同一平面，又叫酰胺平面或肽键平面。它是蛋白质构象的基

本结构单位。四种主要结构形式（α 螺旋、β 折叠、β 转角、无规卷曲）及影响因素。 

蛋白质分子中，二个或三个具有二级结构的肽段，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空间

构象，被称为模体(motif)。 

（3）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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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整条肽链中全部氨基酸残基的相对空间位置。即肽链中所有原子在三维空间的排布位置。 

主要次级键——疏水作用、离子键（盐键）、氢键、范德华力等。 

结构域（domain）：大分子蛋白质的三级结构常可分割成一个或数个球状或纤维状的区域，折迭得较

为紧密，各行其功能，称为结构域。 

分子伴侣：通过提供一个保护环境从而加速蛋白质折迭成天然构象或形成四级结构的一类蛋白质。 

（4） 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每条具有完整三级结构的多肽链，称为亚基 (subunit)。 

蛋白质分子中各亚基的空间排布及亚基接触部位的布局和相互作用，称为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各亚基之间的结合力——疏水作用、氢键、离子键。 

（5）蛋白质的分类：根据组成分为单纯蛋白质和结合蛋白质，根据形状分为球状蛋白质和纤维状蛋

白质。 

（6）蛋白质组学 

基本概念：一种细胞或一种生物所表达的全部蛋白质，即“一种基因组所表达的全套蛋白质”。 

 

4.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1）蛋白质一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一级结构是高级结构和功能的基础； 

 

5.蛋白质的理化性质 

（1）两性解离 

等电点：当蛋白质溶液处于某一 pH 时，蛋白质解离成正、负离子的趋势相等，即成为兼性离子，净

电荷为零，此时溶液的 pH 称为蛋白质的等电点。 

（2）胶体性质 

（3）变性、复性、沉淀及凝固 

蛋白质的变性(denaturation)：在某些物理和化学因素作用下，蛋白质分子的特定空间构象被破坏，从

而导致其理化性质改变和生物活性的丧失。 

变性的本质：破坏非共价键和二硫键，不改变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造成变性的因素：如加热、乙醇等有机溶剂、强酸、强碱、重金属离子及生物碱试剂等 。     

蛋白质变性后的性质改变：溶解度降低、粘度增加、结晶能力消失、生物活性丧失及易受蛋白酶水解。 

若蛋白质变性程度较轻，去除变性因素后，蛋白质仍可恢复或部分恢复其原有的构象和功能，称为复

性。 

蛋白质沉淀：在一定条件下，蛋白疏水侧链暴露在外，肽链融会相互缠绕继而聚集，因而从溶液中析

出。 

变性的蛋白质易于沉淀，有时蛋白质发生沉淀，但并不变性。  

蛋白质的凝固作用(protein coagulation) ：蛋白质变性后的絮状物加热可变成比较坚固的凝块，此凝块

不易再溶于强酸和强碱中。  

（4）紫外吸收（280nm）、 

（5）呈色反应（茚三酮反应、双缩脲反应）。 

 

6.蛋白质的分离纯化与结构分析 

（1）蛋白质的分离纯化 

透析(dialysis)：利用透析袋把大分子蛋白质与小分子化合物分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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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滤法：应用正压或离心力使蛋白质溶液透过有一定截留分子量的超滤膜，达到浓缩蛋白质溶液的目

的。 

丙酮沉淀使用丙酮沉淀时，必须在 0～4℃低温下进行，丙酮用量一般 10 倍于蛋白质溶液体积。蛋白

质被丙酮沉淀后，应立即分离。除了丙酮以外，也可用乙醇沉淀。  

盐析：(salt precipitation)是将硫酸铵、硫酸钠或氯化钠等加入蛋白质溶液，使蛋白质表面电荷被中和以

及水化膜被破坏，导致蛋白质沉淀。  

免疫沉淀：将某一纯化蛋白质免疫动物可获得抗该蛋白的特异抗体。利用特异抗体识别相应的抗原蛋

白，并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的性质，可从蛋白质混合溶液中分离获得抗原蛋白。  

电泳：蛋白质在高于或低于其 pI 的溶液中为带电的颗粒，在电场中能向正极或负极移动。这种通过蛋

白质在电场中泳动而达到分离各种蛋白质的技术, 称为电泳(elctrophoresis) 。 

层析原理：待分离蛋白质溶液（流动相）经过一个固态物质（固定相）时，根据溶液中待分离的蛋白

质颗粒大小、电荷多少及亲和力等，使待分离的蛋白质组分在两相中反复分配，并以不同速度流经固定相

而达到分离蛋白质的目的 。 

超速离心。 

（2）多肽链中氨基酸序列分析 

Sanger 法： 

①分析已纯化蛋白质的氨基酸残基组成 

②测定多肽链的 N 端与 C 端的氨基酸残基 

③把肽链水解成片段，分别进行分析 

④测定各肽段的氨基酸排列顺序，一般采用 Edman 降解法 

⑤经过组合排列对比，最终得出完整肽链中氨基酸顺序的结果。 

反向遗传学方法 

分离编码蛋白质的基因 

 

按照三联密码的原则推演出氨基酸的序列 

（3）蛋白质空间结构测定：圆二色光谱、X 射线晶体衍射法、磁共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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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核酸的结构与功能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核酸酶 

考点：核酸的化学组成 

考点：DNA 的空间结构与功能 

考点：RNA 的结构与功能 

考点：DNA 的理化性质及其应用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有机化合物的结构与特性 

核酸是以核苷酸为基本组成单位的生物大分子，携带和传递遗传信息。分为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

糖核酸(RNA)两类，前者 90%以上分布于细胞核，其余分布于核外如线粒体，叶绿体，质粒等。携带遗传

信息，决定细胞和个体的基因型(genotype)。而 RNA 分布于胞核、胞液，参与细胞内 DNA 遗传信息的表

达。某些病毒 RNA 也可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 

【核心笔记】核酸的化学组成及一级结构 

1.核酸的化学组成 

元素组成：C、H、O、N、P（9~10%） 

分子组成：碱基（嘌呤碱，嘧啶碱）、戊糖（核糖，脱氧核糖）和磷酸 

（1）核苷酸中的碱基成分：腺嘌呤（A）、鸟嘌呤（G）、胞嘧啶（C）、尿嘧啶（U）、胸腺嘧啶（T）。

DNA 中的碱基（A、G、C、T），RNA 中的碱基（A、G、C、U）。 

（2）戊糖：D-核糖（RNA）、D-2-脱氧核糖（DNA）。 

（3）磷酸 

核酸及核苷酸：碱基及戊糖通过糖苷键连接形成核苷，核苷与磷酸连接形成核苷酸。 

重要游离核苷酸及环化核苷酸：NMP、NDP、NTP、cAMP、cGMP 

核酸的一级结构 

概念：核酸中核苷酸的排列顺序，由于核苷酸间的差异主要是碱基不同，所以也称为碱基序列。 

核苷酸间的连接键——3’，5’-磷酸二酯键、方向（5’→3’）及链书写方式。 

 

2.DNA 的空间结构与功能 

（1）DNA 的二级结构——双螺旋结构 

（2）chargaff 规则： 

Chargaff 规则： 

①腺嘌呤与胸腺嘧啶的摩尔数总是相等（Ａ=T），鸟嘌呤的含量总是与胞嘧啶相等（G=C）；②不同

生物种属的 DNA 碱基组成不同，③同一个体不同器官、不同组织的 DNA 具有相同的碱基组成。 

B-DNA 结构要点： 

①DNA 是一反向平行的互补双链结构 亲水的脱氧核糖基和磷酸基骨架位于双链的外侧、而碱基位于

内侧，两条链的碱基互补配对， A---T 形成两个氢键，G---C 形成三个氢键。堆积的疏水性碱基平面与线

性分子结构的长轴相垂直。两条链呈反平行走向，一条链 5’→3’，另一条链是 3’→5’。）。 

②DNA 是右手螺旋结构 DNA 线性长分子在小小的细胞核中折叠形成了一个右手螺旋式结构。螺旋直

径为 2nm。螺旋每旋转一周包含了 10 对碱基，每个碱基的旋转角度为 36°。螺距为 3.4nm；碱基平面之

间的距离为 0.34nm。DNA 双螺旋分子存在一个大沟（major groove）和一个小沟（minor groove），目前

认为这些沟状结构与蛋白质和 DNA 间的识别有关。③DNA 双螺旋结构稳定的维系 横向靠两条链间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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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生理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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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755基础医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 

 

 

《生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单项选择题精编 

 

1． 关于远视眼的叙述，不正确的是__________ 

A.眼球的前后径过短 

B.入眼的平行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之后 

C.节点较正常人远 

D.需用凸透镜矫正 

E.视近物时无需调节 

【答案】E 

 

2． 反射弧的效应器的主要功能是__________ 

A.接受刺激 

B.整合分析信息 

C.产生反应 

D.传导信息 

E.接受刺激与产生反应 

【答案】C 

 

3． 当一伸肌受到过度拉长时，其张力突然丧失，其原因是：__________ 

A.伸肌肌梭过度兴奋 

B.屈肌肌梭过度兴奋 

C.屈肌肌梭完全失负荷 

D.伸肌的腱器官兴奋 

E.伸肌的腱器官完全失负荷 

【答案】D 

 

4． 运动神经纤维末梢释放的递质是__________ 

A.去甲肾上腺素 

B.肾上腺素 

C.乙酰胆碱 

D.5－羟色胺 

E.甘氨酸 

【答案】C 

 

5． 通常体表温度最低的部位是：__________ 

A.大腿 

B.手臂 

C.躯干 

D.额部 

E.四肢末稍 

【答案】E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668 页 共 974 页 

6． 神经垂体激素是指__________ 

A.催乳素与生长素 

B.催乳素与催产素 

C.升压素与催产素 

D.醛固酮与抗利尿激素 

E.催乳素与升压素 

【答案】C 

 

7． 视锥细胞与视杆细胞的本质不同在于：__________ 

A.外段 

B.内段 

C.胞体 

D.终足 

E.连接部 

【答案】A 

 

8． 能源物质分子分解代谢中释放的热能用于__________ 

A.维持体温 

B.肌肉收缩和舒张 

C.建立细胞膜两侧的离子浓度差 

D.合成细胞组成成分 

E.物质跨细胞膜的易化扩散 

【答案】A 

 

9． 视紫红质的化学本质是：__________ 

A.糖脂 

B.磷脂 

C.肽类物质 

D.固醇类物质 

E.结合蛋白质 

【答案】E 

 

10．当右心输出量成倍增加时，可引起__________ 

A.肺血容量增大，肺动脉压显著增加 

B.肺血容量增大，肺动脉压轻度增加 

C.肺血容量增大，肺动脉压显著减少 

D.肺血容量增大，肺动脉压轻度减少 

E.肺血容量减少，肺动脉压轻度减少 

【答案】B 

 

11．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作用是__________ 

A.在妊娠 8－10 周内继续维持妊娠 

B.在妊娠 8－10 周后继续维持妊娠 

C.增加淋巴细胞的活动，达到“安胎”效应 

D.抑制黄体分泌孕酮 

E.降低母体利用糖、将葡萄糖转给胎儿 

【答案】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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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机体安静时产热的主要器官是：__________ 

A.肾脏 

B.肝脏 

C.肌肉 

D.大脑 

E.胃 

【答案】B 

 

13．下列反射中存在正反馈调节的是__________ 

A.腱反射 

B.肺牵张反射 

C.减压反射 

D.排尿反射 

E.屈肌反射 

【答案】D 

 

14．骨骼肌或心肌的初长度对收缩力量的调节作用属于__________ 

A.局部神经调节 

B.体液中 ATP 的作用 

C.等长自身调节 

D.异长自身调节 

E.正反馈调节 

【答案】D 

 

15．垂体性尿崩症（真性尿崩症〕与肾源性尿崩症鉴别诊断的主要依据为：__________ 

A.病史 

B.禁水试验 

C.高渗盐水试验 

D.CT 检查 

E.升压素试验 

【答案】E 

 

16．对经典突触的错误叙述是:__________ 

A.为神经元间信息传递的结构之一 

B.突触前、后膜较其它处的膜增厚 

C.突触小体内含有线粒体和囊泡等结构 

D.不同突触小体年的囊泡大小形状完全相同 

【答案】D 

 

17．心交感神经兴奋使自律细胞自律性升高的主要作用机制是__________ 

A.使阈电位水平上移 

B.动作电位 0 期去极速度加快 

C.最大复极电位绝对值增大 

D.降低肌浆网摄取 Ca2＋的速度 

E.加强 If，使 4 期自动除极速度加快 

【答案】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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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肾上腺皮质机能亢进可导致:__________ 

A.血糖浓度降低 

B.淋巴细胞数量增多 

C.四肢脂肪增加 

D.蛋白质合成增加 

E.面肩腹部脂肪增加 

【答案】E 

 

19．雄激素结合蛋白质的生长部位是__________ 

A.支持细胞 

B.间质细胞 

C.基底细胞 

D.生精细胞 

E.睾丸毛细血管内皮细胞 

【答案】A 

 

20．分娩前没有乳汁分泌是因为__________ 

A.缺乏催产素的刺激 

B.血中雌激素浓度过低 

C.血中雌激素和孕激素浓度过低 

D.血中雌激素和孕激素浓度过高 

E.乳腺细胞膜上催乳素受体发育不足 

【答案】D 

 

21．体内蛋白质氧化分解量的测定方法是：__________ 

A.测定血氮量后乘以 6.25 

B.测定氧消耗量后乘以 6.25 

C.测定二氧化碳产生量后乘以 6.25 

D.测定尿量后乘以 6.25 

E.测定尿氮量后乘以 6.25 

【答案】E 

 

22．关于有机磷中毒时出现的症状,治疗原则的论述,不正确的是:__________ 

A.会出现广泛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兴奋的症状 

B.出现支气管痉挛,瞳孔缩小 

C.出汗明显减少 

D.发生的原因是胆碱酯酶失去活性 

E.可使用阿托品和解磷定以缓解症状和恢复胆碱酯酶的活性 

【答案】C 

 

23．筒箭毒能阻断神经肌肉接头处的兴奋使递是由于它__________ 

A.增加乙酰胆碱的释放量 

B.增加胆碱酯酶的活性 

C.减少乙酰胆碱的释放量 

D.占据终板膜上的乙酰胆碱受体 

E.加速乙酰胆碱的重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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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755 基础医学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755 基础医学综合之生理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生理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选择题 

1． 分娩前没有乳汁分泌是因为__________ 

A.缺乏催产素的刺激 

B.血中雌激素浓度过低 

C.血中雌激素和孕激素浓度过低 

D.血中雌激素和孕激素浓度过高 

E.乳腺细胞膜上催乳素受体发育不足 

【答案】D 

 

2． 专门感受机体内外环境变化的结构和装置称为__________ 

A.感受器 

B.感觉器官 

C.效应器 

D.分析器 

E.特殊器官 

【答案】A 

 

3． 妊娠期间胎盘大量分泌的雌激素是__________ 

A.雌酮 

B.孕酮 

C.－雌二醇 

D.雌三醇 

E.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答案】D 

 

4． 总截面积最大的血管是__________ 

A.毛细血管 

B.小动脉 

C.小静脉 

D.大静脉 

E.大动脉 

【答案】A 

 

5． 神经肌肉接头传递的阻断剂是__________ 

A.阿托品 

B.四乙基铵 

C.美洲箭毒 

D.六烃季胺 

E.胆碱酯酶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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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过度肺通气时引起头晕的原因是__________ 

A.动脉血中 PCO2过低，而使脑血流量减少 

B.动脉血中 PCO2过低，而使脑血流量增加 

C.动脉血中 PCO2过高，而使脑血流量增加 

D.动脉血中 PCO2过高，而使脑血流量减少 

E.动脉血中 H＋浓度过低，而使脑血流量增加 

【答案】A 

 

7． 关于肺扩散容量的描述错误的是:__________ 

A.老年人低于青年人 

B.分压差增大时增加 

C.运动时增加 

D.肺泡膜面积缩小时减少 

E.女性高于男性 

【答案】E 

 

8． 通过视力检查可以了解：__________ 

A.视网膜的普通感光能力 

B.周边区的视觉功能 

C.中央凹的精细视觉 

D.瞳孔的变化能力 

E.眼的调节功能 

【答案】C 

 

二、名词解释 

9． 水利尿 

【答案】大量饮清水后,a.使血浆晶体渗透压降低,b.反射地使 ADH 释放减少或停止,c.远曲小管和集

合管对水的通透性降低，d.重吸收水分减少，尿量增加，称为水利尿。 

 

10．功能余气量 

【答案】平静呼气末残存在肺内的气量。 

 

11．阈强度 

【答案】固定刺激的作用时间和强度－时间变化率于某一适当值引起组织或细胞兴奋的最小刺激强度 

 

12．脉搏压 

【答案】收缩压与舒张压的差值称为脉搏压 

 

13．胞纳 

【答案】细胞外的大分子物质或某些物质团块进入细胞的过程。 

 

14．下丘脑调节肽 

【答案】下丘脑“促垂体区”肽能神经元分泌的肽类激素，其主要作用是调节腺垂体的活动，称为下

丘脑调节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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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反馈信息 

【答案】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受控部分不断发生的纠正或影响控制系统的信息称为反馈信息，反馈信

息对控制部分的作用是双向作用 

 

16．平均动脉压 

【答案】整个心动周期中各瞬间动脉血压的平均值称为平均动脉压 

 

三、简答题 

17．简述神经纤维兴奋传导的特征与传导原理. 

【答案】（1）神经纤维兴奋传导特征是:①生理完整性;②绝缘性;③双向性;④相对不疲劳性. 

（2）其兴奋传导的原理可用局部电流学说来解释: 

①当纤维上某一局部兴奋时,其膜的两侧电位暂时倒转,即变为内正外负,而相邻未兴奋区的膜仍处于

内负外正,这样在兴奋区与邻近未兴奋区之间出现了电位差,故有电荷移动形成局部电流刺激未兴奋区的

膜产生去极化,达阈电位而出现动作电位（即兴奋）如此过程在纤维膜上连续进行下去就表现为兴奋在整

个纤维上的传导. 

②在有髓纤维,由于髓鞘不导电,只在朗飞氏结处的轴突膜才与细胞外液直接接触,才允许离子跨膜移

动,使其传导呈现一种特殊形式的局部电流的跳跃式传导.因此有髓纤维的传导速度要比无髓纤维快. 

 

18．在一定呼吸频率范围内，深而慢的呼吸与浅而快的呼吸相比，哪种更为有效，为什么？ 

【答案】深而慢的呼吸更为有效。 

因为反映肺通气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肺泡通气量，而肺泡通气量＝（潮气量－无效腔气量）呼吸频

率 

深而慢的呼吸例如潮气量加倍，呼吸频率减半，此时的肺泡通气量大于潮气量减半.呼吸频率加快的

浅快呼吸。 

而肺泡通气量下降将导致气体更新率降低与通气／血流比值减小，因此深而慢的呼吸 

更为有效。 

 

19．前庭器官有何生理功能？ 

【答案】前庭器官的功能有： 

（1）感受头部位置和人体在空间移动时速度的变化； 

（2）通过反射调节肌肉紧张度、维持正常姿势、保持身体平衡； 

（3）调整眼的运动，使眼在运动中可继续注视某一物体，并看清该物体。 

 

20．以载体为中介的易化扩散有哪些特点？ 

【答案】以载体为中介的易化扩散的特点有： 

结构特异性（选择性）； 

（1）饱和现象； 

（2）竞争性抑制现象。 

 

21．给家兔静脉注射 3％乳酸 2ml，呼吸运动有何变化？简述其机制。 

【答案】呼吸加快加深。 

静脉注射乳酸，血液中 H+浓度增加，刺激外周化学感受器反射兴奋呼吸。由于 H+通过血脑屏障的速度

慢，血液中 H+对中枢化学感受器影响较小。 

 

22．试述生理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它在生物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答案】（1）对象:机体的功能活动。 

（2）内容:机体功能活动的规律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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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学中的地位: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是医学基础学科。 

 

23．简述胃的排空及其影响因素 

【答案】胃的排空：食物由胃排入十二指肠的过程。 

影响因素：（1）食物本身性质；（2）胃内的促进因素①胃内食物量②胃泌素；（3）十二指肠内的

抑制性因素①肠－胃反射，②十二指肠产生的激素 

 

24．口服某种阻断钠重吸收的药物，水、尿素、氯化物、葡萄糖、氨基酸的重吸收及 H
＋
的分泌将有何改

变？为什么？ 

【答案】（1）肾小管对这些物质的重吸收及泌 H＋都会降低。（2）因为所有这些物质的转运都是通过

一定方式与钠的重吸收相耦联的。 

 

四、论述题 

25．过度肺通气后呼吸运动有何变化？为什么？ 

【答案】减弱或暂停。 

CO2 是调节呼吸的最重要的生理性体液因子，一定水平的 PCO2 对维持呼吸和呼吸中枢的兴奋性是必要

的 

过度通气后由于 CO2大量排出动脉血 PCO2降低，对呼吸的刺激作用减弱而发生呼吸减弱或降低 

 

26．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哪几种？根据散热原理，如何降低高热病人的体温？ 

【答案】散热方式：（1）辐射散热：散热量与皮肤温度和气温的温度差及有效辐射面积有关 

（2）传导散热散热量与物体的散热有关 

（3）对流散热受风速影响 

（4）蒸发有不感蒸发和发汗两种方式，是气温属于 or 高于皮肤温度时的唯一散热途径 

（5）其他：随呼吸、尿、粪于排泄物以及加温吸入气等 

降温措施：（1）冰囊、冰帽：增加传导散热 

（2）通风减衣：增加对流散热 

（3）酒精擦浴：增加蒸发散热 

 

27．肾脏的泌尿功能在维持机体内环境相对稳定中有何生理意义？ 

【答案】（1）排除体内大部分代谢尾产物及进入体内异物、药物与毒物，还排泄激素及其代谢产物。

还排泄肠中腐败产物和肝角毒后的产物如马尿酸等。 

（2）调节细胞外液量和血液的渗透压。 

（3）通过肾小管重吸收，保留体液中的重要电解质如 Na
+
、K

＋
、Cl

－
、Ca

2+
、HCO

3－
等，又通过肾小管

的分泌排出 H＋，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 

 

28．为什么说髓袢升支粗段主动吸收 NaCl是形式髓质高渗的动力？ 

【答案】引起肾髓质高渗的 NaCl和尿素来自小管液肾小管和集合管各段对 H2O、NaCl 和尿素的通透性

和转运方式不同，降支细段处 H2O 不透 NaCl和尿素。生支细段处 NaCl和尿素而还透水升支粗段主动吸收

NaCl 而不透水和尿素内髓集合管，允许尿素通透 

小管液流经升支粗段主动吸收 NaCl 产生外髓高渗浓缩管内尿素内髓集合管中高浓度的尿素向管外扩

散形成内髓高渗降支细段 H2O 进入髓质 NaCl被浓缩升支细段 NaCl 向外扩散内髓渗透压进一升高形成髓质

高渗若抑制升支组段主动吸收 NaCl外髓高渗不能形成尿素和 NaCl不被浓缩内髓渗透压也不能升高固升支

组段主动重吸收 NaCl是形成髓质高渗的动力。  

 

29．何谓牵涉性痛?如何产生?有何意义? 

【答案】（1）概念:由于内脏疾病引起体表部位疼痛或痛觉过敏的现象,称为牵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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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基础医学综合 2010-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第一篇、2022 年基础医学综合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扬州大学 656 基础医学综合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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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为什么胃酸分泌缺乏的病人往往伴杜璍⮈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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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胎盘可分泌哪些激素？各杜瑏問屵⣿�
	34．胆汁杜瑔魎㮉腏屵⣿�
	35．与神经纤维传导兴奋相比｜智膉豹幾쾀貀襣ꕙ㑙Ѷ葓ᙛ晠❏潏ₐቧ屴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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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为什么说髓袢升支粗段主动吸收NaCl是形式髓质高渗的动力？
	12．切除动物双侧肾上腺皮质后｜晏ᩓ텵쁎䡔鳿ᾋ햋๑癓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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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试述神经纤维动作电位产生的机理。｜戀げۿ屴
	35．简述肺通气的动力和阻力。
	36．简述激素作用的一般特性。
	37．试述头期胃液分泌的调节机制
	38．腺垂体分泌哪些激素？
	39．单纯扩散与易化扩散杜瑔魟ɔ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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