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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解析

第一部分 医学基础知识

一、单选题(共 40 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个最符合题意)

1.正确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干细胞。干细胞即为起源细胞，是具有增殖和分化潜能的细胞，具有自

我更新复制的能力，能够产生高度分化的功能细胞。

A项错误，具有收缩功能的原始心肌细胞是由胚胎干细胞分化而来，组织干细胞包括造

血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神经干细胞、肝干细胞、精原干细胞。心肌干细胞的说法不够严

谨。

B项正确，胚胎干细胞的增殖能力非常旺盛，具有自我更新复制的能力，能够产生高度

分化的功能细胞。

C项正确，组织干细胞具有组织定向分化能力，可分化为相应的组织。

D项正确，囊胚多能胚胎干细胞可分化为多种细胞，具有不定向分化的能力。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A。

2.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腹部器官的解剖位置。根据位置关系，与腹膜相关的器官可分为三大类：

①腹膜内位器官：脏器表面几乎全部被腹膜覆盖的为腹膜内位器官，如胃、十二指肠上部、

空肠、回肠、盲肠、阑尾、横结肠、乙状结肠、脾、卵巢和输卵管等。②腹膜间位器官：脏

器表面大部分被腹膜覆盖的为腹膜间位器官，如肝、胆囊、升结肠、降结肠、子宫、膀胱和

直肠上段等。③腹膜外位器官：脏器仅一面被腹膜覆盖的为腹膜外位器官，如肾、肾上腺、

输尿管，十二指肠降部和水平部，直肠中、下段及胰等。这些器官大多位于腹膜后间隙，临

床上又称腹膜后位器官。

A、C、D三项正确，胃、脾、卵巢都属于腹膜内位器官。B项错误，肝属于腹膜间位

器官，不属于腹膜内位器官。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



3.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

A项错误，神经元即神经细胞，是神经系统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分为细胞体和突

起两部分。它不是由胞体和神经原纤维组成。

B项错误，表述不全面。神经元分三类：假单极神经元、双极神经元和多极神经元。

C项正确，神经活动所需的大量蛋白质主要在尼氏体合成，再流向核内、线粒体和高尔

基复合体。

D项错误，神经元的功能是接受刺激、产生兴奋并传导兴奋，没有清除抗原的功能。

故正确答案为 C。

4.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细胞的适应。增生和肥大属于适应的两种情况。首先应该区别增生和肥

大。增生是实质细胞数量增多而引起组织、器官的体积增大；肥大是由于功能增加，合成代

谢旺盛，使细胞、组织或器官体积增大。骨骼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细胞，所以运动员长期锻炼

引起的骨骼肌增粗属于肥大，并没有出现病理变化，是生理性肥大。C项正确。

A项错误，运动员长期锻炼引起的骨骼肌增粗，不属于病理性变化。

B项错误，首先不属于病理性变化，其次不属于增生，因为骨骼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细胞。

D项错误，增生是伴随实质细胞数量增多，但骨骼肌细胞属于不可再生细胞。

故正确答案为 C。

5.正确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药物半衰期。药物半衰期一般指药物在血浆中最高浓度降低一半所需的

时间。药物半衰期为 12小时，即一开始药物浓度为 1，12小时后降低为 0.5，再过 12小时

降低为 0.25，即 24小时后残余药量为 。A项正确。

B、C、D均错误：此三项均为干扰项，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6.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自发性气胸的鉴别诊断。

A项错误，主动脉夹层是指主动脉腔内血液从主动脉内膜撕裂处进入主动脉中膜，使得

中膜分离，沿主动脉长轴方向扩展形成主动脉壁的真假两腔分离状态。表现为疼痛、高血压、

下肢缺血或截瘫等神经症状。题干中青壮年无高血压等症状，可排除。



B项正确，自发性气胸多见于男性青壮年或伴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结核者。题

干中的患者属于青壮年，并且有明显的诱发因素“给自行车打气”。既往体健，无诱发其他疾

病的因素。最重要的是结合自发性气胸的临床表现，如呼吸困难、胸痛、大汗、紫绀等，不

难做出诊断。

C项错误，食道胃黏膜撕裂多因进食不慎或外伤引起。题干中青壮年无外伤或进食不慎

等情况，可排除。

D项错误，急性肺栓塞多有明显的诱因，如长期卧床、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题干中

的患者既往体健，无相关诱因，可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7.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骨折的愈合类型。直接愈合（一期愈合）是指骨折复位和坚强内固定后，

骨折断端可通过哈弗系统重建直接发生连接，X线平片上无明显外骨痂形成，而骨折线逐渐

消失。其特征为愈合过程中无骨皮质区吸收，坏死骨在被吸收的同时由新的板层骨取代，而

达到皮质骨间的直接愈合。间接愈合（二期愈合）是膜内化骨与软骨内化骨两种成骨方式的

结合，有骨痂形成。临床上骨折愈合过程多为二期愈合。延期愈合是指超过骨折愈合时间。

骨不愈合是指骨折没有愈合，功能没有恢复。

A项错误，题干中的患者骨折线已经看不到，达到解剖复位，且功能恢复正常，属于直

接愈合，而不是间接愈合。

B项正确，题干中的患者已经达到直接愈合，即骨折线消失，行走正常，无疼痛。

C项错误，题干中没有描述患者几个月愈合，而是在 9个月才拍片检查，所以不能判断

是否属于延期愈合。

D项错误，题干中描述患者已经正常行走，显然已经愈合。

故正确答案为 B。

8.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五脏与情志的对应关系。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

志为忧（悲），肾在志为恐。

A项正确，悲和忧虽然略有不同，但是其对人体生理活动的影响是大致相同的，因而悲

和忧同属肺志。悲忧皆为人体正常的情绪变化或情感反映，由肺精、肺气所化生，故肺在志

为悲忧。



B项正确，心在志为喜，是指心的生理机能与喜志有关。喜，一般来说，属于对外界刺

激产生的良性反映，喜乐愉悦有益于心主血脉的机能，但是喜乐过度则可使心神受伤。

C项错误，肾在志为恐，脾在志为思，即脾的生理机能与思志有关，如思虑太过，致使

脾胃之气结滞，脾气不能升清，胃气不能降浊，因而出现不思饮食、脘腹胀闷、头目眩晕等。

D项正确，怒是人在情绪激动时的一种情志变化，由肝血、肝气所化，故肝在志为怒。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C。

9.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急性湿疹的外用药治疗。急性期无渗液或渗出不多者可用糖皮质激素霜

剂，渗出多者可用 硼酸溶液冷湿敷，渗出减少后用糖皮质激素霜剂，可和油剂交替使用；

亚急性期可选用糖皮质激素乳剂、糊剂，为防止和控制继发性感染，可加用抗生素类；慢性

期可选用软膏、硬膏、涂膜剂；顽固性局限性皮损可用糖皮质激素局部封包。

A项错误，炉甘石洗剂用于急性湿疹无渗出时。

B项错误，氧化锌油用于轻度小面积烧伤和烫伤、皮炎、湿疹。题干中的患者为急性湿

疹，用氧化锌效果欠佳。

C项错误，卤米松软膏属于激素类药物，渗出减少后可以使用此类糖皮质激素霜剂。

D项正确，渗出多者可以用 硼酸溶液冷湿敷。

故正确答案为 D。

10.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口腔科中错牙合畸形的形成原因。

A项错误，口呼吸可引起牙合、颌、面的发育畸形，导致牙弓狭窄、腭盖高拱，上颌前

突、下颌后缩等畸形。

B项正确，偏侧咀嚼可使下颌向咀嚼侧偏斜，下中线向健侧偏斜，单侧反牙合，颜面部

发育不对称等。

C项错误，吮下唇习惯可形成上前牙唇倾、前突、间隙，下牙弓拥挤，前牙深覆牙合，

下颌后缩，开唇露齿等。

D项错误，咬舌习惯容易使前牙不能正常咬合，从而导致上下牙开颌。

故正确答案为 B。

11.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染色体结构异常的类型。Turner综合征也称为女性先天性性腺发育不全

或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综合征，又称 45，X综合征。其核型除典型的 45，X（约占 ）外，

还有各种嵌合型和结构异常的核型。最常见的嵌合型为 45，X/46，XX；结构异常的核型为

46，X，i（Xq）。其染色体结构异常的类型为等臂染色体。等臂染色体以 X染色体为例：

①具有两个长臂的等臂染色体的简式描述为：46，X，i（Xq）；②具有两个短臂的等臂染

色体的简式描述为：46，X，i（Xp）。

A项错误，易位是指一条染色体的断片移接到另一条非同源染色体的臂上。常见的易位

方式有相互易位、罗伯逊易位和插入易位等。

B项错误，缺失是指染色体片段的丢失，缺失使位于这个片段的基因也随之发生丢失。

按染色体断点的数量和位置可分为末端缺失和中间缺失两类。

C项错误，环状染色体是指一条染色体的长、短臂同时发生了断裂，含有着丝粒的片段

两断端发生重接。

D项正确，等臂染色体是指一条染色体的两个臂在形态上和遗传结构上完全相同。等臂

染色体一般是由于着丝粒分裂异常造成的。

故正确答案为 D。

12.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 X线检查和 CT检查的临床应用。普通 X线摄影适用于检查：①具有良

好自然密度对比的器官和部位所发生的病变，例如，胸部、骨关节和乳腺疾病；②能够与周

围结构产生明显密度对比的病变，例如，胆系和泌尿系统阳性结石、游离气腹和肠梗阻等。

CT检查的密度分辨力高，易于发现病变，临床上应用广泛，适用范围几乎涵盖了人体各个

系统和解剖部位，其中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头颈部、胸部、心血管系统、腹盆部以及骨骼肌

肉系统等疾病。

A项正确，肺部具有良好自然密度对比，可以利用 X线平片检查观察受检者肺叶有无

透亮或阴影、有无钙化点、肋膈角形态、支气管纹理有无增粗、紊乱等，进而判断受检者是

否患有肺气肿、肺炎等。

B项错误，脑组织不具有良好自然密度对比，不适用 X线平片检查，适用 CT检查。

C项正确，软 X线摄影适用于组织器官较薄、不与骨骼重叠且有效原子序数较低的软

组织，如乳腺、甲状腺等。



D项正确，X线平片检查适用于全身骨骼检查，包括骨折、关节脱位等情况。因此可以

使用 X线平片检查膝关节。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

13.正确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人体散热反应。人的主要散热部位是皮肤。当环境温度低于表层温度时，

且在安静状态下，大部分体热通过辐射、传导和对流的方式向外界发散，小部分体热随呼出

气、尿、粪等排泄物排出体外。在劳动或运动时，蒸发散热增强。当环境温度高于表层温度

时，蒸发散热便成为机体唯一的散热方式。环境温度高达 时，高于表层温度，蒸发散热

是人体散热的主要方式。

A项正确，蒸发散热是指水分从体表汽化时吸收热量而散发体热的一种方式。蒸发散热

可分为不感蒸发和发汗两种形式。

B项错误，辐射散热是指机体通过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物质的一种散热方

式。人体在 的环境中，在裸体情况下约有 的热量是通过辐射方式发散的。

C项错误，传导散热是指机体的热量直接传给与之接触的温度较低物体的一种散热方式。

D项错误，对流散热是指通过气体流动而实现热量交换的一种散热方式。

故正确答案为 A。

14.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 DNA的复制。利用细菌能够以 为氮源合成 DNA的特性，探究

DNA的复制的特点。将细菌放在含有 的培养液培养后，又将其放入普通的

培养液中培养，结果发现随着在普通培养基中培养代数的增加， 逐

渐增加，而 保持不变，说明了 DNA复制的半保留性。在 DNA复

制时，经解旋酶和解链酶等作用而分开的两条 DNA单链，都能作为模板复制新链。因而，

复制结束后，两条模板链本身就分别成为子代 DNA分子双链中的一条链，即在每个子代

DNA分子的双链中，总是保留着一条亲链。DNA的这种复制方式称为半保留复制。

A项错误，这一试验无法表明遗传的保守性是绝对的。

B项错误，这一试验无法表明 有利于 DNA的复制。

C项错误，这一试验无法表明亲代与子代 DNA之间碱基序列不一致。



D项正确，这一试验表明了亲代 DNA复制后，是以半保留形式存在于子代 DNA中。

故正确答案为 D。

15.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人体间接性寄生虫。

根据寄生虫在完成生活史过程中是否需要中间宿主，可将其分为直接型和间接型。①直

接型：在完成生活史过程中不需要中间宿主，如阴道毛滴虫、蓝氏贾第鞭毛虫和溶组织内阿

米巴等原虫在传播过程中不需要中间宿主。此外，蠕虫中的蛔虫和钩虫，它们的虫卵或幼虫

在外界可直接发育至感染期而感染人体，在流行病学上将具有此类生活史的蠕虫称为土源性

蠕虫。②间接型：有些寄生虫完成生活史需要在中间宿主或吸血昆虫体内发育至感染阶段后

才能感染人体，如疟原虫；蠕虫中的血吸虫和丝虫的生活史也属此型，在流行病学上又将它

们称之为生物源性蠕虫。

A项正确，疟原虫属于人体间接性寄生虫。

B项正确，血吸虫属于人体间接性寄生虫。

C项正确，丝虫属于人体间接性寄生虫。

D项错误，蛔虫属于人体直接性寄生虫。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16.正确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超敏反应。

A项正确，该女生脸部出现了由化妆品导致的皮炎——接触性皮炎，为典型的接触性迟

发型超敏反应。该反应通常是由于接触小分子半抗原物质，如油漆、染料、农药、化妆品和

某些药物（如磺胺和青霉素）等引起。这些小分子的半抗原与体内蛋白质结合成完全抗原，

使 T细胞致敏。当机体再次接触相同抗原可发生接触性皮炎，出现Ⅳ型超敏反应。皮损表

现为局部皮肤出现红肿、皮疹、水疱，严重者可出现剥脱性皮炎。Ⅳ型超敏反应又称迟发型

超敏反应（DTH），临床常见的疾病有接触性皮炎、慢性哮喘、慢性变应性鼻炎。

B项错误，Ⅰ型超敏反应又称变态反应或速发型超敏反应。临床常见的疾病有全身过敏

性反应，如药物过敏性休克、血清过敏性休克；局部过敏反应，如呼吸道过敏反应、消化道

过敏反应、皮肤过敏反应。

C项错误，Ⅱ型超敏反应又称为溶细胞型或细胞毒型超敏反应，临床常见的疾病有输血

反应、新生儿溶血症、药物过敏性血细胞减少症等。



D项错误，Ⅲ型超敏反应又称为免疫复合物型或血管炎型变态反应。类 Arthus反应是

临床常见的Ⅲ型超敏反应性疾病之一。

故正确答案为 A。

17.正确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外科急腹症的鉴别诊断。急腹症主要病因：空腔脏器的急腹症、实质性

脏器的急腹症和血管原因引起的急腹症。其中空腔脏器的急腹症多源于：①穿孔，如胃十二

指肠溃疡穿孔、阑尾穿孔、胃癌或结直肠癌穿孔、小肠憩室穿孔等；②梗阻，如幽门梗阻、

小肠梗阻、肠扭转、肠套叠、胃肠道肿瘤引起的梗阻、炎性肠病的梗阻；③炎症感染；④出

血。胸腹部 X线平片或透视是急腹症最常用的诊断方法。它可协助了解横膈的高低，有无

膈下游离气体，肠梗阻时腹部立位平片可以了解肠道气液平面和肠袢分布。卧位片可以了解

肠腔扩张程度，借以判断梗阻部位和程度。腹部 X线平片也可发现阳性结石，胆囊结石多

为阴性结石，泌尿系结石多为阳性结石。

A项正确，腹部仰卧位 X线片可以判断梗阻部位和程度，从而鉴别诊断消化道穿孔。

B、C、D三项错误，腹部 CT、腹部诊断性穿刺、腹部立位 X线片不是首选的检查。

故正确答案为 A。

18.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分为观察性研究和实验性研

究。观察性研究包括现况调查、生态学研究、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实验性研究包括临

床试验、现场试验、社区干预试验。

A项错误，筛检是运用快速、简便的检验、检查或其他措施，在健康人群中将那些可能

有病或有缺陷但表面健康的人同那些真正无病的人区别开来。筛检所用的各种手段和方法称

为筛检试验，包括常规体格检查、问卷调查、物理学检查、实验室检验和分子标志物检测等。

B项正确，现况调查是指在某一人群中应用普查或抽样调查等方法收集特定时间内某种

疾病或健康状况及有关变量的资料，以描述当时疾病或健康状况的分布及与疾病有关的因素。

从时间上说，现况调查是在某一时点或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时间点犹如一个时间断面，故

又称为横断面研究。题干中，研究者获取该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

的患者患病情况进行分析，属于现况调查。

C项错误，病例报告又称个案报告，是临床上对某种罕见病的单个病例或少数病例进行

研究的主要形式，也是唯一的方法。病例报告通常是对单个病例或 5个以下病例的病情、诊

断及治疗中发生的特殊情况或经验教训等的详尽临床报告。



D项错误，现场试验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一组给予干预措施作为实验组，一组不给

予干预措施作为对照组，通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比较两组对象中所观察的结局有无差异，从

而判断干预措施的效果。现场试验中接受处理或某种预防措施的单位是个人，而不是群体或

亚人群。

故正确答案为 B。

19.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抽样方法。目前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使用的随机抽样方法可分为单纯随机

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级抽样。在现况调查中，整群抽样、分层抽样、

多级抽样方法较常用。系统抽样又称机械抽样，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机械地每隔若干单位抽

取一个单位的方法。整群抽样是从总体中直接抽取若干群组（如村、居委会、班级、车间等）

作为观察单位组成样本。用此方法抽样时，抽到的不是个体，而是由个体所组成的集体（即

群体），被抽到的群组中的全部个体均作为调查对象。分层抽样是先根据某种特征将总体分

为若干次级总体（层），然后再从每一层内进行单纯随机抽样，组成一个样本。用来分层的

特征通常是调查研究的主要变量。题干中某地区为调查小学生龋齿率以及在不同年级、城乡

中的分布情况，在全区 40所小学进行抽样调查。较合理的抽样方法是先对年级、城乡进行

分层抽样，再在每一层中进行整群抽样，抽取整个班级。即先分层抽样，再整群抽样。C项

正确。

A、B、D三项错误，均不是较合理的抽样方法。

故正确答案为 C。

20.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婴幼儿的营养需要。必需脂肪酸对婴幼儿神经髓鞘的形成和大脑及视网

膜光感受器的发育和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婴幼儿对必需脂肪酸缺乏较敏感，膳食中缺

乏必需脂肪酸易导致婴幼儿皮肤干燥或发生脂溶性维生素缺乏。婴幼儿对 多不饱和脂

肪酸与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需要量比例约为 。早产儿和人工喂养儿需要补充 DHA（廿

二碳六烯酸），是因为早产儿大脑中的 DHA含量低，体内促使 亚麻酸转变成 DHA的去

饱和酶活力较低，且生长较快需要量相对大；而人工喂养儿的食物来源主要是牛乳及其他代

乳品，牛乳中的 DHA含量较低，不能满足婴儿需要。 的 （适宜摄入量）在

0～3岁为 。



A、B、C三项错误，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饱和脂肪酸（SFA）、多不饱和脂肪

酸（PUFA）均不是早产儿和人工喂养儿特别需要补充的必需脂肪酸。

D项正确，廿二碳六烯酸（DHA）是早产儿和人工喂养儿特别需要补充的必需脂肪酸。

故正确答案为 D。

21.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迟发性中毒的概念。

A项错误，慢性中毒是指毒物在不引起急性中毒的剂量条件下，长期反复进入机体所引

起的机体在生理、生化及病理学方面的改变，出现临床症状、体征的中毒状态或疾病状态。

B项错误，亚急性中毒是指介于急性中毒（毒物进入体内后 24小时内发病）与慢性中

毒（毒物进入体内后 2个月后发病）之间的中毒。有一定的时间效应，而题干是说接触毒物

一定时间后出现中毒症状。

C项错误，速发性中毒是指一次暴露于某外源性化学物后短时间内出现或发生的毒作用，

如人体在摄入氰化物和一氧化碳（CO）等毒性物质时所引起的急性中毒。而题干中是说接

触毒物一定时间后才发生中毒反应。

D项正确，迟发性中毒是指一次或多次接触某种外源性化学物后，经一定时间间隔才出

现的毒性作用，如某些有机磷类物质有迟发性神经毒。

故正确答案为 D。

22.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

B项正确：副溶血性弧菌为革兰氏阴性杆菌，无芽孢，主要存在于近岸海水、海底沉积

物和鱼、贝类等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主要由海产品引起，其次由盐渍食品引起。

A、C、D三项错误：一般肉类、蛋类、乳类不靠近近岸海水，基本不含有副溶血性弧

菌，不易被副溶血性弧菌污染。

故正确答案为 B。

23.正确答案: A

解析:本题考查痛风的治疗和抗高血压药的种类及其作用。

痛风是体内尿酸水平的升高，造成了尿酸盐在关节和肾脏部位的沉积。患者既往有痛风

病史，又因吃了太多海鲜，人体的尿酸水平升高，造成尿酸盐沉积，引发痛风。

A项错误，利尿剂降血压时影响体内尿酸排泄，出现高尿酸，会诱发痛风。



B项正确，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能抑制 ACE活性，使血管紧张素的生成减少以及

缓激肽的降解减少，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同时还能降低尿酸含量，缓解痛风症状。

C项正确，钙通道阻滞药通过减少细胞内钙离子含量而松弛血管平滑肌，进而降低血压，

还能降低尿酸的含量，缓解痛风症状。

D项正确， 受体拮抗剂可以达到降压的作用，一般不会引起水钠潴留，降低尿酸含量，

缓解痛风的症状。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A。

24.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营养性维生素 D缺乏的病因及临床表现。

营养性维生素 D缺乏是引起佝偻病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儿童体内维生素 D不足导致

钙和磷代谢紊乱、生长着的长骨干骺端生长板和骨基质矿化不全，表现为生长板变宽和长骨

的远端周长增大，在腕、踝部扩大及软骨关节处呈串珠样隆起、软化的骨干受重力作用及肌

肉牵拉出现畸形。

A项错误，黏多糖病是一组因黏多糖降解缺乏酶的疾病，其临床表现为骨骼畸形、智能

障碍、肝脾增大等。

B项正确，题干中的患儿人工喂养，不加鱼肝油，几乎无户外活动，这会导致患儿体内

维生素 D缺乏，体检双下肢呈严重“O”形，疑似出现肋串珠和手足镯，可诊断为营养性维生

素 D缺乏性佝偻病。

C项错误，软骨营养不良的临床表现为头大，前额突出，长骨骺端膨出，胸部串珠。腹

大等与佝偻病相似，但四肢及手指短粗，五指齐平，腰椎前突，臀部后突。

D项错误，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由甲状腺不发育、发育不全或异位引起的，其临

床表现为特殊面容，头大、身材矮下、智能低下、运动发育障碍、嗜睡等。

故正确答案为 B。

25.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输卵管妊娠的临床表现及检查方法。

题干中的患者停经，腹部撕裂样痛，伴恶心、呕吐，阴道有少量出血，色暗红，阴道后

穹窿饱满，触痛阳性，这些临床表现都是输卵管妊娠的典型症状。输卵管妊娠的诊断检查方

法包括尿 hCG测定、血 hCG测定、阴道后穹窿测定、孕酮测定、诊断性刮宫、腹腔镜检查

等。



A项错误：尿 hCG测定对早期诊断异位妊娠很重要，但需要连续测定，并不是最简单

的方法。

B项错误：血 hCG测定需要连续测定，并不是最简单的方法。

C项正确：阴道后穹窿穿刺是一种简单可靠的诊断方法，适用于疑有腹腔内出血的患者。

D项错误：诊断性刮宫很少应用，适用于不能存活宫内妊娠的鉴别诊断和超声检查不能

确定妊娠部位者。

故正确答案为 C。

26.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湿邪的致病特点。

湿为阴邪，易阻气机，损伤阳气，阳气布达受阻，不通则痛，故见关节疼痛、肌肤不仁；

湿性重浊，故湿邪致病，其临床症状有沉重的特性，故见酸楚沉重；阴雨天湿邪更盛，故阴

雨天症状加重。综上所述，其致病因素为湿邪。D项正确。

A项错误，风邪致病特点为：风为阳邪，其性开泄，易袭阳位；风性善行而数变；风性

主动；风为百病之长。

B项错误，寒邪致病特点为：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寒性凝滞；寒性收引。

C项错误，暑邪致病特点为：暑为阳邪，其性炎热；暑性升散，扰神伤津耗气；暑多挟

湿。

故正确答案为 D。

27.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传染病的种类。

法定报告传染病病种分为：①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②乙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人

感染 H7N9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肾综合征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

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

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

疟疾。其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甲类管理）。③丙类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性感冒（含甲型 H1N1流感）、

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

虫病、丝虫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手足

口病。



A项正确，流行性感冒属于丙类传染病。

B项正确，麻疹属于乙类传染病。

C项错误，荨麻疹是一种过敏性疾病，不具有传染性。

D项正确，狂犬病属于乙类传染病。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C。

28.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动机冲突的各种表现。

在同一时间内人们常常存在着两种或多种非常相似或相互矛盾的动机，称为动机冲突。

动机冲突有四种基本形势：双趋冲突、双避冲突、趋避冲突、双重趋避冲突。

A项错误，双趋冲突是指两者目标具有相同的吸引力，引起同样强度的动机。

B项错误，双避冲突是指一个人同时受到两种事物的威胁，产生同等强度的逃避动机，

但迫于形势，必须接受其中一个，才能避开另一个，处于左右为难的状态。

C项正确，趋避冲突是指一个人对同一事物同时产生两种动机，既向往得到，同时又想

拒绝和避开。

D项错误，双重趋避冲突是指人们常会遇到多个目标，每个目标对自己有利有弊，反复

权衡拿不定主意所产生的冲突。

故正确答案为 C。

29.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心脏瓣膜听诊区。

心脏各瓣膜开放与关闭时所产生的声音传导至体表最易听清的部位称为心脏瓣膜听诊

区。通常有五个听诊区：①二尖瓣区：位于心尖搏动最强点；②肺动脉瓣区：位于胸骨左缘

第二肋间；③主动脉瓣区：位于胸骨右缘第二肋间；④主动脉瓣第二听诊区：位于胸骨左缘

第三肋间；⑤三尖瓣区：位于胸骨下端左缘，即胸骨左缘第四、五肋间。A、B、C三项正

确。

D项错误，主动脉瓣第二听诊区位于胸骨左缘第三肋间，而不是胸骨右缘。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30.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突发性聋的临床特点。

突发性聋的临床特征为：①突然发生的非波动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常为中或重度；

②原因不明；③可伴耳鸣；④可伴眩晕、恶心、呕吐，但不反复发作；⑤除第Ⅷ对脑神经外，



无其他脑神经受损症状；⑥单耳发病居多，亦可双侧同时或先后受累，双侧耳聋则往往以一

侧为重。

A、B、C三项正确，原因不明、单耳发病居多、可伴耳鸣是突发性聋的临床特点。

D项错误，突发性聋可伴眩晕、恶心、呕吐，但不反复发作。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31.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原发性肝癌。

甲胎蛋白(AFP)是诊断肝细胞癌特异性的标志物，广泛用于肝癌的普查、诊断、判断治

疗效果及预测复发。在排除妊娠和生殖腺胚胎瘤的基础上， 为诊断肝癌的

条件之一。并且患者“乙肝病毒携带者 30年”符合原发性肝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之一；“近期

消瘦、纳差”是原发性肝癌全身性的临床表现；“右上腹痛”是原发性肝癌肝区疼痛的临床表

现；“皮肤黄染”原发性肝癌黄疸的临床表现。综合以上应首先考虑的疾病是原发性肝癌。

A项错误，乙肝后肝硬化无血 AFP升高表现。

B项正确，患者“血 ” ，加上“乙肝病毒携带者 30年”以及相关

临床表现，应首先考虑的疾病是原发性肝癌。

C项错误，病毒性肝炎活动时血清 AFP往往呈短期低浓度升高，应定期多次随访测定

血清 AFP和 ALT，或联合检测其他肝癌标志物并进行分析，如：①AFP和 ALT动态曲线

平行或同步升高，或 ALT持续增高至正常的数倍，则肝炎的可能性大；②二者曲线分离，

AFP持续升高，往往超过 400ng/ml，而 ALT不升高，呈曲线分离现象，则多考虑肝癌。

D项错误，继发性肝癌原发于呼吸道、胃肠道、泌尿生殖道、乳房等处的癌灶常转移至

肝，尤以结直肠癌最为常见，呈多发性结节，临床以原发癌表现为主，血清 AFP检测一般

为阴性。

故正确答案为 B。

32.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下颌第三磨牙阻生齿的治疗。

下颌后磨牙阻生齿常引起局部或全身病症，多需要拔除。急性期以消炎、镇痛、建立引

流及对症处理为主。急性炎症消退后，根据下颌第三磨牙的具体情况，进行龈瓣盲袋切除或

拔牙术。由于患者反复感染、疼痛，并且可能造成其他并发症，所以最恰当的处理方法是消

炎后拔牙。B项正确。



A项错误：下颌后磨牙阻生齿常引起局部或全身病症，多需要拔除。

C项错误：下颌后磨牙阻生齿需急性症状消退后拔牙，并且拔牙后不需要镶牙。

D项错误：下颌后磨牙阻生齿需急性症状消退后拔牙，并且拔牙后不需要种植牙。

故正确答案为 B。

33.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表皮。

皮肤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构成，表皮与真皮之间由基底膜带相连接。皮肤中除各种

皮肤附属器（如毛发、皮脂腺、汗腺和甲等）外，还含有丰富的血管、淋巴管、神经和肌肉。

表皮在组织学上属于复层鳞状上皮，主要由角质形成细胞、黑素细胞、朗格汉斯细胞和梅克

尔细胞等构成。真皮在组织学上属于不规则的致密结缔组织，由纤维、基质和细胞成分组成，

其中以纤维成分为主，纤维之间有少量基质和细胞成分。皮下组织位于真皮下方，其下与肌

膜等组织相连，由疏松结缔组织及脂肪小叶组成，又称皮下脂肪层。皮下组织含有血管、淋

巴管、神经、小汗腺和顶泌汗腺等。

A项错误：皮肤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构成，表皮与真皮之间由基底膜带相连接。表

皮在组织学上属于复层鳞状上皮，主要由角质形成细胞、黑素细胞、朗格汉斯细胞和梅克尔

细胞等构成。

B项错误：表皮在组织学上属于复层鳞状上皮，真皮在组织学上属于不规则的致密结缔

组织。

C项正确：表皮主要由角质形成细胞、黑素细胞、朗格汉斯细胞和梅克尔细胞等构成。

也可以说表皮主要细胞是角质形成细胞和非角质形成细胞。

D项错误：皮下组织含有血管、淋巴管、神经、小汗腺和顶泌汗腺等，所以汗腺（包括

小汗腺和顶泌汗腺）不位于表皮，而位于皮下组织。

故正确答案为 C。

34.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血细胞。

A项正确：各类白细胞均参与机体的防御功能。白细胞所具有的变形、游走、趋化、吞

噬和分泌等特性是执行防御功能的生理基础。白细胞的吞噬具有选择性。

B项正确：成年人各类血细胞均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造血过程也就是各类造血细胞

发育和成熟的过程。因此，白细胞、红细胞均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



C项正确：红细胞具有可塑变形性、悬浮稳定性和渗透脆性等生理特征，这些特征都与

红细胞的双凹圆碟形有关。

D项错误：淋巴细胞在免疫应答反应过程中起核心作用。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35.正确答案: D

解析:本题考查慢性胃炎组织学变化。

不同病因所致胃黏膜损伤和修复过程中产生的慢性胃炎组织学变化主要有炎症、萎缩、

化生、异型增生。其中，化生是长期慢性炎症使胃黏膜表层上皮和腺上皮为杯状细胞和幽门

腺细胞所取代。其分布范围越广，发生胃癌的危险性越高。胃腺化生分为两种：①肠上皮化

生：以杯状细胞为特征的肠腺替代了胃固有腺体；②假幽门腺化生：泌酸腺的颈黏液细胞增

生，形成幽门腺样腺体，它与幽门腺在组织学上一般难以区别，需根据活检部位做出判断。

此患者胃镜活检可见杯状细胞，提示病理变化是胃黏膜上皮细胞化生。D项正确。

A项错误，胃镜活检可见杯状细胞，提示病理变化是胃黏膜上皮细胞化生。

B项错误，胃黏膜上皮细胞萎缩病理变化是慢性炎症胃黏膜表层萎缩。

C项错误，异型增生又称不典型增生，是细胞在再生过程中过度增生和分化缺失，增生

的上皮细胞拥挤、有分层现象，核增大失去极性，有丝分裂象增多，腺体结构紊乱。

故正确答案为 D。

36.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低密度脂蛋白的跨膜运输方式。

血浆 LDL降解既可通过 LDL受体途径完成，也可通过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完成，其中前

者是主要途径。当血浆 LDL与 LDL受体结合后，形成受体-配体复合物在细胞膜表面聚集

成簇，经内吞作用进入细胞，与溶酶体融合。在溶酶体中的蛋白水解酶作用下，LDL中的

apoB100被水解成氨基酸；胆固醇酯则被胆固醇酯酶水解成游离胆固醇和游离脂肪酸。所以，

动物细胞需要利用胆固醇时，从血液中摄取低密度脂蛋白（LDL）的跨膜运输方式是受体介

导的胞吞作用。C项正确。

A项错误，动物细胞需要利用胆固醇时，从血液中摄取低密度脂蛋白（LDL）需要 LDL

与 LDL受体结合，是受体介导的胞吞作用，不是载体蛋白介导的被动运输。

B项错误，动物细胞需要利用胆固醇时，从血液中摄取低密度脂蛋白（LDL）需要 LDL

与 LDL受体结合，是受体介导的胞吞作用，不是离子浓度梯度驱动的主动运输。



D项错误，血浆 LDL降解既可通过 LDL受体途径完成，也可通过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完

成，其中前者是主要途径。

故正确答案为 C。

37.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对抗钾的心脏抑制作用防治。

对抗钾的心脏抑制作用治疗包括乳酸钠或碳酸氢钠液、钙剂、高渗盐水、葡萄糖和胰岛

素、选择性 2受体激动剂。钙剂的作用是对抗钾的心肌毒性。

A项错误，乳酸钠或碳酸氢钠液可碱化血液，促使钾进入细胞内；钠拮抗钾的心脏抑制

作用；增加远端肾小管中钠含量和 - 交换，增加尿钾排出量； 增加血浆渗透压，

从而扩容稀释性降低血钾； 有抗迷走神经作用，利于提高心率。在急重症时，立即用

乳酸钠液 60～100ml（或 ～ 碳酸氢钠 100～200ml）静脉滴注，一般数分钟起作

用。选项错误，用量应为 100～200ml。

B项正确，钙剂可对抗钾的心肌毒性。常用 葡萄糖酸钙或 氯化钙 10～20ml加等

量 葡萄糖液，缓慢静脉注射，一般数分钟起作用，但需多次应用。有心力衰竭者不宜同

时使用洋地黄。 并不能影响细胞内外液 的分布，但可使静息膜电位与阈电位之间的

差距增加，从而稳定心脏兴奋性。

C项错误，葡萄糖和胰岛素使血清钾转移至细胞内。一般用 ～ 葡萄糖液，按每

3～4g葡萄糖给予 1U普通胰岛素持续静脉滴注。

D项错误，高渗盐水的作用机制与乳酸钠相似，但高氯可引发高氯性酸中毒，对高钾血

症不利，应慎用。常用 ～ 氯化钠液 100～200ml静脉滴注，效果迅速，但可增加循环

血容量，对少尿无尿者可引发肺水肿，故应注意监护心肺功能。若尿量正常，也可应用等渗

盐水。

故正确答案为 B。

38.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临床研究常用设计方案。

回顾性队列研究是指以过去某个时间为起点，收集暴露资料，以当时人群对研究因素的

暴露情况将其分为暴露组和非暴露组，追踪观察到现在发病或死亡的结局情况，以研究暴露



与疾病的关系。这种设计模式又称为历史性队列研究。回顾性队列研究的前提是过去有关暴

露与发病的记录必须准确和完整。尽管收集暴露与结局资料的方法是回顾性的，但就其性质

而言仍是从因到果的研究方法。

A项错误，病例对照研究是选择一组患有所研究疾病的人作为病例组，选择一组不患有

所研究疾病的人作为对照组，调查这两组人对某个（些）因素的既往暴露情况，通过比较两

组中暴露率或暴露水平的差异，用以判断该疾病与这个（些）因素的关系。因为这种研究方

法是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既往的暴露史，其研究方向是回顾性的。

B项正确，在铀矿工人中研究氡气暴露与肺癌的关系，最适合的研究设计是回顾性队列

研究。

C项错误，横断面研究是指某一时点（或期间）对某一特定人群中的疾病患病（或事件

发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暴露）进行的调查分析。由于是在短时间内完成，如一天、一周

或一个月，且调查的是患病频率，因此又称为现况研究或现患率研究。

D项错误，实验流行病学研究是指以人群为研究对象，以医院、社区、工厂、学校等现

场为“实验室”的实验性研究。因为在研究中施加了人为的干预因素，因此也常称为干预研究。

故正确答案为 B。

39.正确答案: C

解析:本题考查胎盘与胎膜异常。

A项错误，晚期先兆流产是指发生在孕期 12～28周内，出现阴道少量出血并伴有轻微

下腹痛和腰酸的一种疾病。

B项错误，先兆流产指妊娠 28周前先出现少量阴道流血，常为暗红色或血性白带，无

妊娠物排出，随后出现阵发性下腹痛或腰背痛。

C项正确，妊娠 20周后或分娩期，正常位置的胎盘在胎儿娩出前，部分或全部从子宫

壁剥离，称为胎盘早剥。其典型症状为妊娠中期突发持续性腹痛，伴或不伴阴道流血，严重

时出现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项错误，妊娠 28周后，若胎盘附着于子宫下段，甚至胎盘下缘达到或覆盖宫颈内口，

位置低于胎先露部，称为前置胎盘。其典型症状为妊娠晚期无痛性阴道流血。

故正确答案为 C。

40.正确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食管狭窄。



食管全长除沿脊柱的颈、胸曲相应地形成前后方向上的弯曲之外，在左右方向上亦有轻

度弯曲，但在形态上食管最重要的特点是有 3处生理性狭窄。第一狭窄为食管的起始处，相

当于第 6颈椎体下缘水平，距中切牙约 15cm；第二狭窄为食管在左主支气管的后方与其交

叉处，相当于第 4、5胸椎体之间水平，距中切牙约 25cm；第三狭窄为食管通过膈的食管裂

孔处，相当于第 10胸椎水平，距中切牙约 40cm。上述狭窄部是食管异物易滞留和食管癌的

好发部位。题干中异物位于食管与左主支气管交叉处，对应第二狭窄处，因此距中切牙距离

为 25cm。B项正确。

A、C、D三项错误，均为干扰项，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二、多选题(共 20 题，每题的备选项中，至少有 2个是符合题意的)

41.正确答案: A,B,C

解析:本题考查毛细血管的特点。毛细血管是连接动、静脉末梢间的管道，管径一般为

6-8 ，管壁主要由一层内皮细胞和基膜构成。毛细血管彼此吻合成网，除软骨、角膜、晶

状体、毛、牙釉质和被覆上皮外，遍布全身各处。毛细血管数量多，管壁薄，通透性大，管

内流缓慢，是血液与血管外组织液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

A项正确，毛细血管几乎遍及全身，是分布最广的血管。

B项正确，毛细血管壁由单层内皮细胞构成，管壁最薄。

C项正确，毛细血管分支连通成网。

D项错误，不同器官组织中毛细血管的密度有很大差异，例如在心肌、脑、肝、肾，毛

细血管的密度为每立方毫米组织 2500~3000根，骨骼肌为每立方毫米组织 100~400根，骨、

脂肪、结缔组织中毛细血管密度较低。所以毛细血管网的各处疏密不一致。

故正确答案为 ABC。

42.正确答案: A,B,D

解析:本题考查胃的运动形式。胃的运动形式包括：紧张性收缩、容受性舒张和蠕动。

A项正确：胃壁平滑肌经常处于一定程度的缓慢持续收缩状态，称为紧张性收缩。这种

运动能使胃保持一定的形状和位置，防止胃下垂；也使胃内保持一定压力，以利于胃液渗入

食团中；它还是其他运动形式的基础。



B项正确：进食时食物刺激口腔、咽、食管等处的感受器，可反射性引起胃底和胃体（以

头区为主）舒张，称为容受性舒张。容受性舒张能使胃容量大大增加，以接纳大量食物入胃，

而胃内压却无显著升高。

C项错误：分节运动是一种以环行肌为主的节律性收缩和舒张交替进行的运动，为小肠

运动。

D项正确：胃的蠕动以尾区为主。空腹时基本上不出现蠕动，食物入胃后约 5分钟蠕动

便开始。胃蠕动的生理意义在于磨碎进入胃内的食团，使之与胃液充分混合，形成糊状食糜，

并将食糜逐步推入十二指肠。

故正确答案为 ABD。

43.正确答案: A,B,C,D

解析:本题考查噬菌体。噬菌体是感染细菌、真菌、放线菌和螺旋体等微生物的病毒的

总称，只能在活的宿主菌内复制增殖。噬菌体的遗传物质不仅随着它的感染可在宿主菌之间

及宿主菌与噬菌体之间传递，而且还能赋予宿主菌某些生物学性状。

A项正确：噬菌体有严格的宿主特异性，只寄居在易感宿主菌体内并可裂解细菌，故流

行病学可利用噬菌体进行细菌的鉴定与分型，以追查感染源。

B项正确：由于噬菌体对细菌的感染具有种的特异性，不像使用抗生素那样容易造成菌

群失调或耐药，细菌对噬菌体产生耐受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成为新的抗菌物质，尤其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等这些容易产生耐药性的细菌应用价值更大，有着较好的前景。

C项正确：抗病毒药可用噬菌体作为载体，可供作抗病毒药的筛选。

D项正确：噬菌体可能将转移基因带入细菌细胞。

故正确答案为 ABCD。

44.正确答案: A,D

解析:本题考查贫血。贫血是指人体外周血红细胞容量减少，低于正常范围下限的一种

常见的临床症状。临床上常以血红蛋白 浓度来测定是否贫血。

A项正确：成年男性 ，属于贫血。

B项错误：成年女性（非妊娠） ，孕妇 ，属于贫血。

C项错误：新生儿期 为贫血。

D项正确：老年男性 ，属于贫血。



故正确答案为 AD。

45.正确答案: A,B,D

解析:本题考查胃部疾病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病人行胃镜检查的目的。胃镜检查可以：①

确定有无病变、部位及分期；②鉴别良恶性溃疡；③治疗效果的评价；④对合并出血者给予

止血治疗；⑤对合并狭窄梗阻病人给予扩张或支架治疗；⑥超声内镜检查，评估胃或十二指

肠壁、溃疡深度、病变与周围器官的关系、淋巴结数目和大小等。

A项正确：胃镜检查可明确病变部位。

B项正确：通过胃镜取组织活检做病理化验是鉴别良恶性的金标准。

C项错误：患者有胃溃疡病史并经过规范化治疗，但近期未治疗，所以不能用于评价当

时的治疗效果。

D项正确：胃镜可对合并出血者给予止血治疗。

故正确答案为 ABD。

46.正确答案: A,B,C,D

解析:本题考查阴阳相对性。阴阳的相对性：事物的阴阳属性划分取决于阴阳双方性质、

位置、趋势等方面的比较，不是绝对的、恒定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可变的。比较的对象、

时间、范围改变时，比较的结果也随之发生改变。因比较的对象改变，致使阴阳属性的划分

也发生变化。因此，事物的阴阳属性具有明显的相对性。

A项正确：阴阳在极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即重阴必阳，重阳必阴，说明了阴

阳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也反映了阴阳相对性。

B项正确：阴阳中还有阴阳是指属性相反的两种事物或一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

可以划分阴阳，而其中的任何一方又可以再分阴阳，即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C项正确：“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由明代医学家张介宾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

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是根据

阴阳互根的原理，补阳时佐以补阴药谓之阴中求阳，补阴时适当佐以补阳药谓之阳中求阴。

D项正确：“阴转化为阳，阳转化为阴”反映了阴阳的相互转化，也反映了阴阳相对性。

故正确答案为 ABCD。

47.正确答案: A,B,C,D

解析:本题考查 2型糖尿病患者运动应遵循的原则。患者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

量由小到大，运动时间由短到长，运动由易到难，使身体逐步适应，遵循长期坚持的原则。

因此，A、B、C、D四项均正确。



故正确答案为 ABCD。

48.正确答案: A,B,C,D

解析:本题考查血液包装袋上的标识。血液包装袋上的标识有：血站的名称及其许可证

号；献血编号或者条形码；血型；血液品种；采血日期及时间或者制备日期及时间；有效日

期及时间；储存条件。血液的标识应采用条形码技术，确保每一袋血液具有唯一标识以及可

追溯性。

A项正确：血型和血液品种属于血液包装袋上的标识。

B项正确：采血日期和有效日期属于血液包装袋上的标识。

C项正确：血站的名称及许可证号属于血液包装袋上的标识。此项易漏选，从输血后如

果出问题追源角度分析，可追查到血站。

D项正确：献血编号及储存条件属于血液包装袋上的标识。

故正确答案为 ABCD。

49.正确答案: A,B,C,D

解析:本题考查生命质量评价的主要内容。生命质量评价是指具有一定生命数量的人在

一定时点上的生命质量表现。生命质量通常包括生理状态、社会功能状态、心理状态、主观

判断与满意度。

A项正确：生理状态包括活动受限、社会角色受限和体力适度。

B项正确：社会功能状态包括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源。社会交往分社会融合、社会接触、

亲密关系三个层次。

C项正确：心理状态包括情绪反应和认知功能。

D项正确：主观判断与满意度包括自身健康和生活判断、满意度与幸福感。

故正确答案为 ABCD。

50.正确答案: C,D

解析:本题考查短时间内多次口服盐酸麻黄碱片的疗效逐渐减弱的机制。麻黄碱短期内

反复给药，作用逐渐减弱，称为快速耐受性，也称脱敏。停药后可以恢复。每日用药如不超

过三次则快速耐受性一般不明显。麻黄碱的快速耐受性产生的机制，一般认为有受体逐渐饱

和与递质逐渐耗损两种因素。C、D两项正确。

A、B两项错误：吸收减少、代谢加速均不属于麻黄碱的快速耐受性产生的机制。

故正确答案为 CD。

51.正确答案: A,B,C



解析:本题考查新生儿常见的几种特殊生理状态。新生儿常见的几种特殊生理状态包括：

①生理性黄疸。新生儿由于毛细血管丰富，当血清胆红素超过 ，则出

现肉眼可见的黄疸。足月儿生后 2～3天出现黄疸，4～5天达高峰，5～7天消退，最迟不超

过 2周；早产儿多于生后 3～5天出现，5～7天达高峰，7～9天消退，最长可延迟到 3～4

周。②“马牙”和“螳螂嘴”。在口腔上腭中线和齿龈部位，有黄白色、米粒大小的小颗粒，是

由上皮细胞堆积或黏液腺分泌物积留形成，俗称“马牙”，数周后可自然消退。两侧颊部各有

一隆起的脂肪垫，俗称“螳螂嘴”，有利于吸吮乳汁。两者均属正常现象，不可擦拭及挑破，

以免发生感染。③乳腺肿大。男女新生儿出生后 4～7天均可有乳腺增大，如蚕豆或核桃大

小，2～3周消退。此现象与新生儿刚出生时体内存有一定数量来自母体的雌激素、孕激素

和催乳素有关，切勿挤压，以免感染。④新生儿红斑及粟粒疹。生后 1～2天，在头部、躯

干及四肢常出现大小不等的多形性斑丘疹，称为“新生儿红斑”，1～2天后自然消失。也可

因皮脂腺堆积在鼻尖、鼻翼、颜面部，形成小米粒大小黄白色皮疹，称为“新生儿粟粒疹”，

脱皮后自然消失。

A项正确：乳腺肿大与新生儿刚出生时体内存有一定数量来自母体的雌激素、孕激素和

催乳素有关，2～3周消退，无须特殊处理。

B项正确：“螳螂嘴”是指新生儿两侧颊部各有一隆起的脂肪垫，有利于吸吮乳汁，属正

常现象，无须特殊处理。

C项正确：生理性黄疸，足月儿生后 5～7天消退，最迟不超过 2周；早产儿多于生后

7～9天消退，最长可延迟到 3～4周。无须特殊处理。

D项错误：鹅口疮为白色念珠菌感染在口腔黏膜表面形成白色斑膜的疾病，须积极治疗。

故正确答案为 ABC。

52.正确答案: A,B,D

解析:本题考查性传播疾病的典型表现。

A项正确：硬下疳为一期梅毒的主要表现，男性多见于阴茎、冠状沟、龟头、包皮及系

带。典型的硬下疳初期为小红斑，迅速发展为无痛性炎性丘疹，数天内丘疹扩大形成硬结，

表面发生坏死，形成单个直径为 1～2cm圆形或椭圆形无痛性溃疡。题干中男性患者可能为

一期梅毒硬下疳。

B项正确：软下疳，男性好发于包皮、包皮系带、冠状沟、龟头，原发皮损为微生物入

侵部位的炎性小丘疹，周围绕以红晕，1～2天后迅速发展为小脓疱，2～5天内脓疱破裂，



形成境界清楚、边缘不整齐的潜行性溃疡，圆形或椭圆形，直径 2～20mm。题干中男性患

者可能为一期软下疳。

C项错误：生殖器疱疹男性多见于包皮、龟头、冠状沟等处，皮损为簇集或散在的小水

疱，2～4天后破溃，会形成糜烂或浅部溃疡，后结痂自愈。与题干不符。

D项正确：固定型药疹以口腔和生殖器皮肤-黏膜交界处好发，典型皮损为局限性圆形

或类圆形，境界清楚的水肿性暗紫红色或鲜红色斑疹、斑片，直径 0.2厘米到数厘米不等，

常为 1个，偶可数个，重者红斑上可出现水疱或大疱，黏膜皱褶处易糜烂、渗出。题干中男

性患者可能为固定型药疹。

故正确答案为 ABD。

53.正确答案: A,D

解析:本题考查血型的判断。父亲为 A型血，则其基因型为 AA或 AO；母亲为 O型血，

则其基因型为 OO。子女的基因一半来源于父亲，一半来源于母亲。因此，题干中子女的基

因型为 AO或 OO，表现为 A型血或 O型血。故 A、D两项正确，B、C两项错误。

故正确答案为 AD。

54.正确答案: A,B,C,D

解析:本题考查休克的监测。题干中的患者虽行手术后休克好转，仍可能发生病情变化，

通过监测不但可以了解病人病情变化和治疗反应，而且可为调整治疗方案提供客观依据。一

般监测包括：①精神状态，这是脑组织血液灌流和全身循环状况的反映。若病人表情淡漠、

不安、谵妄或嗜睡、昏迷，则反映脑因血液循环不良而发生障碍。②皮肤温度、色泽，是体

表灌流情况的标志。如病人的四肢温暖，皮肤干燥，轻压指甲或口唇时，局部暂时缺血呈苍

白，松压后色泽迅速转为正常，表明末梢循环已恢复、休克好转；反之则说明休克情况仍存

在。③血压，维持稳定的组织器官的灌注压在休克治疗中十分重要。通常认为收缩压小于

、脉压小于 是休克存在的表现；血压回升、脉压增大则是休克好转的征

象。④脉率，脉率的变化多出现在血压变化之前。当血压还较低，但脉率已恢复且肢体温暖，

时常表示休克趋向好转。⑤尿量，是反映肾血液灌注情况的有效指标。当尿量小于 、

比重增加者，表明仍存在肾血管收缩和供血量不足；血压正常但尿量仍少且比重偏低者，提

示有急性肾衰竭可能；当尿量维持在 以上时，则休克已纠正。

A项正确：尿量是反映肾血液灌注情况的有效指标，休克时应监测此指标。

B项正确：意识状态是脑组织血液灌流和全身循环状况的反映，休克时应监测此指标。



C项正确：皮温、色泽是体表灌流情况的标志，休克时应监测此指标。

D项正确：血压、脉率可反映休克的程度及变化，休克时应监测此指标。

故正确答案为 ABCD。

55.正确答案: A,B,C,D

解析:本题考查肾的生理功能。肾在体合骨，荣齿，其华在发。若肾精不足，骨髓生化

无源，骨骼失养，则可出现小儿囟门迟闭、骨软无力，以及老年人骨质脆弱，易于骨折等。

A、D两项正确：肾藏精，精生髓，髓居于骨中称骨髓。只有肾精充足，骨髓生化有源，

骨骼得到髓的滋养，才能坚固有力，发育正常。如肾精不足，骨髓生化无源，不能营养骨骼，

可见小儿囟门迟闭，老人易于骨折。

B、C两项正确：齿与骨同出一源，亦由肾精充养，故称“齿为骨之余”。肾为先天之本，

小儿肾精不足，则牙齿生长缓慢；老年人年老体衰，肾精不足，则牙齿松动。

故正确答案为 ABCD。

56.正确答案: A,C,D

解析:本题考查微生物与生物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微生物与微生物之间，微生物与其他

生物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影响。通常，这种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可归纳为四大类，即互生、

共生、拮抗和寄生。①互生是指两种可以单独生活的生物生活在一起时有利于对方。②共生

是指两种生物共居在一起，相互分工协作，彼此分离就不能很好地生活。③拮抗关系是指一

种微生物在其生命活动中产生某种代谢产物或改变环境条件，从而抑制其他微生物的生长繁

殖，甚至杀死其他微生物的现象。④寄生指的是小型生物生活在较大型的生物体内或体表，

从后者获得营养，进行生长、繁殖，并使后者蒙受损害甚至被杀死的现象。

A项正确：人体肠道正常菌群与宿主之间为互惠互生关系。

B项错误：肠道中的蛔虫与人体为寄生关系，而不是共寄生关系。

C项正确：青霉菌产生的青霉素抑制革兰氏阳性菌的生长为拮抗关系。

D项正确：好氧菌产生 ，蓝藻利用 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供好氧菌利用，是

互利共生关系。

故正确答案为 ACD。

57.正确答案: A,B

解析:本题考查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散发是指某传染病在某地的常年发病情况或常年

一般发病率水平，可能是由于人群对某病的免疫水平较高，或某病的隐性感染率较高，或某



病不容易传播等。暴发是指在某一局部地区或集体单位中，短期内突然出现许多同一疾病的

患者，大多是同一传染源或同一传播途径，如食物中毒、流行性感冒等。当疾病发病率显著

超过该病常年发病率水平或为散发发病率的数倍时称为流行。当某病在一定时间内迅速传播，

波及全国各地，甚至超出国界或洲境时称为大流行或称为世界性流行。

A项正确：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属于疾病暴发。

B项正确：托幼机构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许多麻疹患儿，属于疾病暴发。

C项错误：2003年 在 32个国家的发病，属于大流行，不是暴发。

D项错误：流行性感冒曾多次在世界各国发病，不属于暴发。

故正确答案为 AB。

58.正确答案: B,D

解析:本题考查院内感染的定义。院内感染又称医院获得性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

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但在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入院前已开始或者入院时已处于潜

伏期的感染。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也属医院感染。

A项错误：糖尿病患者入院 48小时内出现发热、咳嗽，考虑是在院外感染而在院内发

病的病人，不属于院内感染。

B项正确：某医生在工作期间感染水痘，属于院内感染。

C项错误：水痘的潜伏期为 10～21天，肺炎患者住院第 3天发现皮疹，诊断为水痘，

说明其入院时处于水痘的潜伏期内，不属于院内感染。

D项正确：糖尿病患者已办理出院手续，回家后当天晚上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考虑是

在医院感染而在院外发病的病人，属于院内感染。

故正确答案为 BD。

59.正确答案: A,B,C,D

解析:本题考查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包括一系列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

因素，即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经济状况、社会保障、人口、科学知识等以及以生产关

系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社会关系、卫生保健等。

A项正确：家庭及社区属于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

B项正确：社会阶层属于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

C项正确：文化因素属于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

D项正确：卫生服务属于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



故正确答案为 ABCD。

60.正确答案: A,B,C,D

解析:本题考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

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

不良反应。下列情形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有：①因疫苗本身特性引起的接种后一般反

应；②因疫苗质量不合格给受种者造成的损害；③因接种单位违反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

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给受种者造成的损害；④受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

病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接种后偶合发病；⑤受种者有疫苗说明书规定的接种禁忌，在接种

前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未如实提供受种者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接种后受种者原有

疾病急性复发或者病情加重；⑥因心理因素发生的个体或者群体的心因性反应。

A项正确：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

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

B项正确：因疫苗本身特性引起的接种后一般反应，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C项正确：因疫苗质量不合格给受种者造成的损害，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D项正确：因接种单位违反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

案给受种者造成的损害，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故正确答案为 ABCD。

第二部分 岗位专业知识（中医临床岗）

61-62.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中医内科学胁痛的辨证。

第（2）题主要考查大黄的临床应用。

63-64.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中医内科学眩晕的辨证论治。

第（2）题主要考查眩晕的预防调护。

第二部分 岗位专业知识（西医临床岗）

65-66.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二尖瓣狭窄及其并发症的临床表现、诊断依据。

第（2）题主要考查二尖瓣狭窄及其并发症的相关辅助检查。

67-68.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肾病综合征的临床表现、诊断依据。

第（2）题主要考查临床有创操作前的医患沟通。

第二部分 岗位专业知识（药剂岗）

69-70.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维生素 C注射液的处方分析。

第（2）题主要考查维生素 C注射液变黄原因及改进措施。

71-74.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绝对生物利用度、相对生物利用度的计算方法。

第（2）题主要考查固体分散体提高溶解度的机制。

第（3）题主要考查固体分散体制备的高分子材料。

第（4）题主要考查固体分散体的制备过程。

第二部分 岗位专业知识（护理岗）

75-76.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WHO疼痛分级标准判断。

第（2）题主要考查混合痔患者手术前后的护理措施。

77-78.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猫等动物咬伤的急救护理。

第（2）题主要考查对猫等动物咬伤患者的健康指导。



第二部分 岗位专业知识（医学技术岗）

79-81.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 CT增强检查的不良反应。

第（2）题主要考查 CT增强检查的注意事项。

第（3）题主要考查胰腺占位的相关实验室检查。

82-83.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 CT增强检查的原理及优点。

第（2）题主要考查 CT增强检查的注意事项。

第二部分 岗位专业知识（公共卫生管理岗）

84-85.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医疗事故的定义及判断。

第（2）题主要考查医疗事故的责任承担及预防措施。

86-87.正确答案: 无

解析:

第（1）题主要考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及判断。

第（2）题主要考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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