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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有如下特色：
 　一、新大纲考点权重分布
　
这是本书一大亮点，任何考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当然也包括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那么如何找寻这些规律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历年出过的考题中
找寻，我们这里编写的考点权重分布就是将历年包括2011年的考试题目近9000多道考题进行整理，有
的考点每年都会出现或涉及，有的考点隔一年考一次，有的考点杂乱无章地出过，还有的考点十多年
来从来都没有涉及。
我们把每年都会涉及的知识点在新版大纲上标注必会，把隔一年涉及的知识点标注掌握，杂乱无章的
知识点我们标注熟悉，要求学员了解。
简而言之就是把出题的规律和频度告诉考生，可以侧重地掌握，合理地使用宝贵的复习时间。

 　二、章节总结
　由于执业医师考试的大纲涉及内容较多，本书按新大纲分为20篇(不包括医学人文概要)，在每一篇
的开头，我们都会描述此章节考多少容，历年大概出多少分值，重点内容在哪些章节，哪些章节了解
或不看都行等，让学生了解重点内容，进行重点复习，合理地分配时间。

 　三、重点内容突出
　
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标准教材，这些教材编写得都很好，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就
是没有标注哪些考点是需要花时间看的。
看起来都一样，且总结性的东西不强，让学生感到雾里看花。
本书一大特色就是靶向明确，重点突出。
分为重点考点(加粗)和次重点(下划线)。

 四、每个章节中有经典练习例题
每一章内容学习结束后，都有历年经典的考题，让学生联系加以记忆巩固。
告诉考生这个知识点可以何种形式出现，或在今后的考试中也很有可能再次原题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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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考点2辅酶作用 在反应中起运载体的作用，传递电子、质子或其他基团。
 考点3金属离子作用 1.稳定酶的构象。
 2.参与催化反应，传递电子。
 3.在酶与底物间起桥梁作用。
 4.中和阴离子，降低反应中的静电斥力等。
 三、酶促反应动力学 考点1 底物浓度的影响 米氏方程Km和Vmax的概念 底物浓度与反应速度的关系可
以用米氏方程描述： v：反应速度；[S]：底物浓度；Vmax：反应的最大速度；Km：米氏常数 1.米氏
常数Km就是酶促反应速度为最大反应速度一半时的底物浓度，单位是mol／L。
 2.米氏常数的意义 （1）米氏常数是酶的特征常数之一，每一种酶都有它的Km值，Km值只与酶的结
构和所催化的底物有关，与酶浓度无关。
 （2）判断酶与底物亲和力的大小。
Km值小，表示用很低的底物浓度即可达到最大反应速度的一半，说明酶与底物亲和力大。
可用1／Km近似地表示亲和力，1／Km愈大，酶与底物的亲和力愈大，酶促反应愈易进行。
 （3）判断哪些底物是酶的天然底物或最适底物（即Km值最小的底物）。
 （4）判断正、逆两向反应的催化效率。
如一个反应的正、逆方向由同一个酶催化，则Km值较小的那向反应催化效率较高。
 （5）求出要达到规定反应速度的底物浓度，或根据已知底物浓度求出反应速度。
 例如：已知Km值，求使反应达到95％Vmax时的底物浓度为多少？
 解：95％Vmax=Vmax·[S]／Km+[S] 移项解出[S]=19Km 考点2最适pH和最适温度 （一）温度对酶促
反应有双重的影响 1.酶促反应与一般化学反应一样，升高温度能加速化学反应的进行。
 2.绝大多数酶是蛋白质，升高温度能加速酶的变性而使酶失活。
 （二）最适温度 在某一温度范围时酶促反应速度最大，此温度称为酶作用的最适温度。
人体内酶最适温度多在37℃左右。
 （三）最适pH 溶液的pH对酶活性影响很大。
在一定的pH范围内酶表现催化活性。
 在一定pH时酶的催化活性最大，此pH称酶作用的最适pH。
偏离酶最适pH愈远，酶的活性愈小，过酸或过碱则可使酶完全失去活性。
 各种酶的最适pH不同，人体内大多数酶的最适pH在7.35～7.45，pH活性曲线近似于钟形。
但并非所有的酶都是如此，胃蛋白酶最适pH为1.5～2.5，其活性曲线只有钟形的一半；胆碱酯酶在pH
大于7.0时有最大活性。
 四、抑制剂对酶促反应的抑制作用 考点1 不可逆抑制 这类抑制剂通过比较牢固的共价键与酶蛋白中的
基团结合，而使酶失活，不能用透析、超滤等物理方法除去抑制剂来恢复酶活性。
 按照不可逆抑制作用的选择性不同，又可分为专一性的不可逆抑制与非专一性的不可逆抑制两类。
 1.非专一性不可逆抑制 抑制剂可与酶分子中的一类或几类基团反应，抑制酶的活性或使酶失活。
一些重金属离子（铅、铜、汞）、有机砷化物及对氯汞苯甲酸等，能与酶分子的巯基进行不可逆结合
，许多以巯基为必需基团的酶，因此会被抑制，可用二巯丙醇（BAL）解毒，除去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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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标准教材:临床执业医师核心考点全攻略(套装共2册)》以考试大纲为依据，
重点明确，难点突出，题目由浅至深，涉及范围广泛，题量大，适合广大考生进行考前复习考前冲刺
，全面复习。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标准教材:临床执业医师核心考点全攻略(套装共2册)》除供参加考试也适合
广大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本专科学生、研究生、成人继续教育学生及执业医师考试复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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