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什么？ 看我的书！ 看不懂？ 听我的课！
———景晴寄语

　 　 下表总结的内容， 是重点里的重点、 考点里的考点———大家集中火力攻克这些考

点， 性价比最高， 可以用最小的时间成本获取最多的分数。 但是， 下表中未提到的内

容， 并不是完全不考， 只是考到的概率相对较低。 您可以根据自身学习能力， 选择性

攻克。

常考知识点 历年常考内容 历年分值

绪论 内环境与稳态的概念 ０

细胞的基本功能 细胞膜的物质转运功能 ２

血液

血液的理化特性

尤其是血浆渗透压的形成与生理意义； 凝血系统、 抗凝系统、 纤溶系统———三位一体、 协

调统一

１

血液循环

心泵功能的评价；
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
心肌的生物电活动和生理特性；
动脉血压、 静脉回心血量的影响因素；
微循环的生理意义；
组织液的生成与回流；
压力感受性反射

４～５

—１００—



续表　

常考知识点 历年常考内容 历年分值

呼吸

肺通气的阻力（肺泡液－气表面张力、 气道阻力及其影响因素）；
评价肺通气功能的指标（尤其是时间肺活量、 肺泡通气量的定义及意义）； 影响肺换气的因

素（通气血流比值）；
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影响氧解离曲线的因素）；
呼吸的调节（ＣＯ２、 Ｏ２、 Ｈ＋对呼吸的调节机制）

２～３

消化
胃肠激素的作用、 分泌的调节；
胃液（成分和作用、 胃排空、 调节胃液分泌的因素）

１～２

能量代谢
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体温调节

１

泌尿系统

影响肾小球滤过的因素（肾血浆流量、 有效滤过压）；
葡萄糖的重吸收（重吸收部位、 肾糖阈， 糖尿出现的原因）；
尿生成的调节（渗透性利尿、 抗利尿激素、 醛固酮及其分泌的调节）

１

神经系统

中枢兴奋传递的特点；
感觉投射系统（特异性投射系统与非特异性投射系统的比较）；
牵张反射（反射弧的特点、 腱反射和肌紧张的比较）；
外周神经递质和受体

（递质、 受体、 作用以及对整体功能的调节）

１～２

内分泌系统
下丘脑和垂体的内分泌功能（激素的种类、 英文简称、 功能的联系）；
调节钙磷代谢的激素（调节机制）

１

生殖系统 卵巢周期； 雌、 孕激素的生理作用 ０

考点 考查角度

内环境
属于内环境的有： 组织液、 血浆、 脑脊液、 淋巴液；
不属于内环境的有： 胃液、 关节液、 泪液等

体液调节的主要方式
神经调节特点： 强大、 精准、 快速， 但维持时间短暂；
体液调节特点： 弥散、 广泛、 持久， 但起效较慢

反馈
负反馈的生理意义： 维持稳态；
正反馈的生理意义： 使排尿、 排便等一旦开始， 迅速完成

物质跨膜转运
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细胞： 不耗能、 易化扩散；
小肠、 肾小管吸收葡萄糖： 耗能、 继发主动转运

血浆渗透压
晶体渗透压： 调节细胞内外水平衡， 调节抗利尿激素的释放；
胶体渗透压： 调节血管内外水平衡， 影响组织液的回流

血压的影响因素

外周阻力———主要影响舒张压；
心脏每搏出输出量———主要影响舒张压；
大动脉弹性———主要影响脉压

降压反射
血压突然升高———兴奋副交感神经———血压下降；
血压突然降低———兴奋交感神经———血压升高

更多内容详见【敲黑板】板块

（１）基础不好， 半斤八两： 事实上， 大家都认为自己基础不好， 都觉得这门课难， 所谓“半斤对八两”么！ 谁

比谁都不强。 景老师建议您， 首先从心理上接受“有点难”这个事实， 然后才能以平常心， 认真、 理性对待。
（２）打蛇七寸、 擒贼擒王： “生理生化， 必有一挂”、 “学好三理和一化， 再学什么都不怕”———这两句话简单

粗暴地说明了《生理学》这门课的重要性及其难度。 然而， 考试分值却只有 １５～ ２０ 分， 犹如“鸡肋”。 我们的应对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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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应是———打蛇打七寸、 擒贼先擒王！ 不求高分， 但求通关！ 其中有 ８～ １０ 分集中在第三、 四、 五章， 大家一

定要集中火力， 重点突破。
（３）以用定考、 学练结合： 生理学难， 不是难在知识点本身， 而是难在题目。 看书也好、 听课也好， 都仅仅

是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然而题目却是考察对知识的应用。 只是一味的背书， 会事倍功半。 建议用做题代替死记

硬背、 用做题检验复习效果、 用做题训练解题技巧， 这样的复习备考才是到位的、 接地气的。
（４）科学偷懒、 智慧求助： 如果您自行看书感觉到吃力， 千万不要逼迫自己去“较劲”。 就算您用一个月时间

搞定了《生理学》， 那也意味着毅力上的成功， 考试上的失败。 要知道， 时间才是我们最宝贵的成本！
执业医师《生理学》的网络课程亦是由我负责讲授， 每天听课 ３～４ 小时的话， １０ 天即可完成生理学一遍复习。

本套教材与网络课程配套使用， 既全面系统（书）， 又重点突出（课）； 既能深入（书）， 又可浅出（课）； 既严肃认

真（书）， 又轻松活泼（课）。 总之， 书与课的搭配最完美噢！

—３００—

第一篇　 生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