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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8_A5_BF_c67_292950.htm 众所周知，自从医学考研科目

从四门改为三门以来，西医综合的总分升至300分，在整个考

研成绩总分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西医综合成绩的好坏将直接决定着考研的成败。所以，我们

很有必要对西医综合这门科目投入更大的精力。下面我们就

试卷结构、试题特点和考点变化等方面就西医综合的基础医

学部分做一下详细分析。 一、基础医学的试卷结构及整体复

习指南 2008年西医综合的考试范围与往年相同，都包含基础

医学和临床医学两部分。但试卷结构和分值分配与往年发生

了重大变化。由07年的基础医学专业试卷中基础医学占60%、

临床医学占40%的比例；临床医学专业试卷基础医学占40%、

临床医学占60%的比例，调整为不再区分专业，基础医学和

临床医学均各占50%的比例。基础医学部分考试科目包含生

理学(20%)、生物化学(15%)和病理学(15%)。而临床医学部分

包含内科学(包括诊断学)(30%)和外科学(20%)。在08年考研中

仍将坚持这一分配结构。所以作为考生应对基础医学和临床

医学投入给予同等的重视、精心的准备，切不可偏颇。在此

基础上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在知识结构和

知识点分布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学习方法和复习方法

上的不同。笔者认为，与临床医学部分相比，基础医学有其

自身的特点。比如知识相对更加系统，理论性强，这一点在

生物化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因此，对于基础医学我们应该

在充分理解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加以记忆。也只有这样才能



应对越来越灵活的考研题目。 针对基础医学科目的特点，生

物化学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强于生理学和病理学；而生理学和

病理学的记忆性内容有较生物化学多。所以我们建议：将二

者穿插学习，也就是将理解性内容和记忆性内容穿插学习。

我们知道，复习期间时间是最为宝贵的，面对大量记忆性内

容长时间背诵难免产生大脑疲劳、记忆力下降，交叉学习不

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小而言之，将生化和生理、病理交叉开

来；大而言之，将医学综合同英语、政治交叉开来。充分、

合理使用大脑，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我们也要善于将基础

医学和临床医学联系起来，在复习临床医学的时候想一想可

能涉及到的基础理论；在学习基础医学时联想一下可能导致

的临床症状。从眼前来说，可以使我们巩固学习的知识、应

对日益灵活的题目；从长远来说，作为医生或科研工作者能

够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成为一代大家。我想这也是国家取消基

础和临床试卷差别，将理论部分和临床部分各占50%的一个

根本原因。 下面我具体分析一下08年西医综合的试卷构成

。08年考研西医综合试题仍分为A、B、X题型，但各题型所

占比重有较大变化：其中，A型题由07年占比为75%调整为08

年的65%，B型题由07年占比为12%调整为08年的15%，X型题

由07年占比为13%调整为08年的20%。而分值的变化为：07年

，前150题，每小题1.6分，共240分；151-180题和181-210题，

每小题2分，各为60分；改为08年，1-90题，每小题1.5分，

共135分；91-120题，每小题2分，共60分；121-150题，每小

题1.5分，共45分；151-180题，每小题2分，共60分。我们可以

看出，试卷结构与07年相似，但难度有所提高。主要表现在A

型题比例下降；X型题比例升高。 总的来说，医学综合试卷



题量大，时间紧。考试时间为3个小时，180道题，平均一分

钟要答完一道题。考生基本上没有时间深入思考、反复推敲

，需要在快速阅读题目后，迅速做答。这考察的是考生对知

识掌握得扎实程度。做题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果断，因为绝大

多数考生都没有时间回过头来仔细检查一遍。在考试过程中

，对于自己不会或拿不准的题目也不要浪费过多的时间，也

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迅速作答，以免使得会做得题目没有时

间做。 在具体分析试题之前，先简单谈谈考研书籍的选择。

现在考研市场上考试书籍林林总总也有上百种之多，作为考

生又该如何取舍呢？总的来说，我们首先应该抓住人卫版的

课本学熟钻透，另外，应该仔细阅读考试大纲，了解今年考

试的特点和趋势，正所谓：“以本为本，以纲为纲”。在此

基础上，我们可以参加考研辅导班对知识点和考试技巧加以

学习和强化，辅之以部分参考资料必将取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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