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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A5_BF_c73_531903.htm 怎样为一年的复习计划打好基

础呢？安排西医综合的复习计划才能达到最佳的复习效果呢

？一般而言，西医综合的复习越早越好。有些同学认为复习

的过早在进入考研复习后期的时候就容易忘记，不如等到考

研后期再利用4、5个月时间突击复习。根据我这些年的考研

辅导经验，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西医综合

和英语复习是一个道理，都要靠平时的认真学习积累知识，

这样你才会有一个扎实的专业基础。当然，同学之间也有差

距，基础并不一样，因此在西医综合上花的时间可能相差很

大。 西医综合复习方法 西医综合内容繁多，因此同学们也都

在寻找事半功倍的复习方法。西医综合涉及生理、生化、病

理、内外科5门课程，且书本内容繁多；而西医综合所有的试

题都是客观性多选题，考点广泛，出题很细。假设你复习方

法不对，不仅不能很好的掌握这些基本的知识点，考出好成

绩，而且复习很长一段时间后，找几套试题一做，有可能脑

海中一片空白。事实上，一个正确的复习方法，可以使你事

半功倍。当然每个人的复习方法有所不同，只有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可供同学们参考：了

解考点、掌握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的复习；牢记一

些重要的数据，这些数据常常是出题的焦点；记住一些"

最......"的条文内容，这些内容往往是A型题的好发部位；记住

前期或临床上重要的知识点，因为这些往往也是出题的重点

；认真区别前期或临床上容易混淆的概念。只有这样，解题



时才不会掉进出题者设置的陷阱；多注意一些带英文的内容

，因为每年试题中都会出现一些含英文的单词或代号；紧跟

热点，多注意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疾病。比如性病的试题，

近年来几乎每年必考；平时看书时注意归纳总结、比较鉴别

相关的知识点，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答题时头脑清晰，不易混

淆出错；站在老师的角度，设想一下：假设我是老师，我会

怎样出题？ 如何复习病理学和生物化学 病理学关于形态学方

面的东西很多，对于不善于形象思维的同学来说，可能觉得

学起来很困难。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视觉震撼力很强的

相关照片来帮助理解和记忆。这些照片在很多专业的医学或

病理学网站上都可以免费下载。然后将一些相近或相反的病

理变化进行对比和记忆。 只要学过医的人都知道，所有科目

中，生物化学是属于最难学的科目之一。对于不善于逻辑思

维的同学，尤其如此。因此常听同学们说，看了一个月的生

化，还没搞清楚那些象蜘蛛网一样的方程式，有的甚至被迫

放弃生化。值得庆幸的是，生物化学虽然很难学、也很难理

解和记忆，但每年试题较简单。如三大物质代谢中的一些关

键酶、主要中间代谢产物、各主要物质之间的关系及其各关

键反应的调节，是每年考试的重点；只要你的专业基础不是

生化，就完全没有必要彻底弄清楚各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

因为有关化学结构式的试题，在18年的试题中，只出现过1个

题，即1994年的第9题。这个题是关于"α-酮戊二酸的化学结

构式"，容易作答。 根据难易程度抓分 习惯于逻辑思维的同

学，可能觉得《生化》比较简单；习惯形象思维的同学，可

能觉得《病理学》比较简单。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爱好不

一样，因此也有所区别。但绝大多数同学都认为《生理》很



简单，容易得分。而《内科学》最不容易得分。但《内科学

》分值又很高，占30%。总的规律是：生理、生化每年重复

的试题，或大致相似的试题很多，因此复习中应高度重视历

年习题，应争取这两个科目的试题拿满分。5门科目里，重复

试题最少的是《内科学》！这反过来提醒我们，内科学对以

前没考过的东西，要高度重视！ 西综占300分，是拉分的关键

，一定要非常重视它！复习的时候去理解的记忆，千万不要

死记硬背，这样只会事倍功半。首先认真把课本看一遍，对

课本有一个整体轮廓，然后再去看参考书。这样可以结合书

本上的讲解，加深对参考书上总结的知识的记忆。同时做点

真题，去检验一下自己复习是否到位。 掌握两个版本的教材 

人卫出版社的统编教材大约每五年就要修订一次，去年基本

完成了5、6版教材的更换。当然5、6版教材的基本内容还是

大致相同的，但也应注意6版教材的一些特点： ①与5版比较

，内容有改动，甚至有些涉及解题的某些关键性内容其意思

相反。比如生理学中， 6版教材认为"胃泌素抑制胃的蠕动"，

而5版教材则认为"胃泌素促进胃的蠕动"，假设你再次碰到类

似1999年第18题这样的试题，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再

比如关于"食管下端括约肌"，6版生理学和5版、6版内科学都

认为胃-食管交界处"有环形肌存在"，但原2～5版生理学都认

为此处"无环形肌存在，只是有一可防止胃内容物反流的高压

区"。 ②一些决定答案正确与否的重要数据有改变。因为每年

西医综合总要考查一些重要数据的记忆，这样假设同学们仍

按5版教材来回答，则容易丢分。比如关于"糖化血红蛋白A1

反映取血前血糖水平的时间"，6版内科学是8～12周，而5版

内科学为4～12周，且该数据经常考到因此复习时，应注意这



些细微的变化！ 5、6版教材的基本内容还是大致相同的，因

此对于那些只想西医综合过关的考生，无论你使用哪版教材

，只要掌握了足够的知识点，都可以过关。但你若想获得高

分，最好将5、6版教材结合使用。虽然今年的大纲中，也没

有明确指出使用哪版教材，但事实上每年的大纲上都没有明

确地指出使用哪版教材。根据惯例，当新版教材发行后，当

年考试都是以上一版教材为主，次年都是以新版教材为主，

这种情况也发生于4、5版教材交接时。况且，从2005年的试

题来看，第78题关于"急性造血停滞的特点"、第82题关

于"Graves病眼征的分级标准"等少数试题就取材于6版教材，

假设你按5版教材复习，肯定不能正确解答这些试题。从这种

趋势看，以后考试涉及6版教材的试题可能会更多。 平时也

有很多同学指出，整套6版教材价格昂贵；且临时更换教材后

，看书时必须从头再来，因此同学们对于选用哪版教材总是

左右为难。因为历年内科学试题都考得很细、很呆板！答案

几乎就是照着教科书找，也许错一个字的选项，就是答案所

在。因此我个人认为，一个较折中的办法就是将内科学换新

，其它教材暂时不换。事实上去年的一些6版试题几乎都是内

科学试题。其它科目试题都出得较粗放，使用5版教材一般也

不影响答题。对于一些大纲上作了要求，但6版教材又没有讲

到的，请结合5版教材补缺，比如内科学中有关"慢性支气管

炎"的内容。 端正的考研态度 无论别人怎么评论你，无论复

习环境怎么恶劣，都不要给自己找客观原因去放弃。放弃是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相反，要愈挫愈勇，这样到最后才能

成功。别人的复习方法仅供参考。别太迷信考研成功者的经

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提高复习效率。不要整天埋头



于书本中，劳逸结合。学习的关键在于你看了这么多书，有

多少知识存在你的脑海里？在复习过程中，建议大家可以经

常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 百考试题编辑祝考研人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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