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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基础》

前言

社区医生和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承担着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和疫情报告、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工作任务，在防病治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维护人民健康做
出了突出贡献。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仍不能满足我国广大群众对卫生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针对目前基层医生队伍现状，制
定新时期教育规划，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生学历层次和业务水平，是适应新形势下卫生改革与发展的需
要，是基层医生教育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2001-2010年全国乡村医生教育规划指出：到2010年底，在
经济或教育发达地区，30％以上的乡村医生接受专科以上的高等医学教育；在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
，15％以上的乡村医生接受专科以上的高等医学教育；其余的乡村医生应具有中专学历。90％以上的
省、区、市建立、健全乡村医生在岗培训制度，90％以上的乡村医生接受定期的在岗培训。国务院关
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1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和有条件的县级市要建立比
较完善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具体目标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合理，服务功能健全，人员素
质较高，运行机制科学，监督管理规范，居民可以在社区享受到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
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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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基础》囊括物理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病原微生物学、病理
学、组织学与胚胎学、解剖学等学科知识，是医学基础多学科的结合。《医学基础》是学习临床知识
、从事医疗临床治疗工作的必修课程。作为医务工作者必须掌握这些基本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广大患
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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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生物体是由数以亿千计的分子质量大小不同的分子组成。这些分子包
括生物大分子和一些小的分子、离子。生物大分子是由某些基本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和方式连接所形
成的多聚体。如以氨基酸为基本组成单位，通过肽键相连而成的多肽链即蛋白质；以核苷酸为基本单
位，通过磷酸二酯键连接的多核苷酸链即核酸；由共价键相连的蛋白质和糖构成糖蛋白或聚糖。生物
大分子不仅参与机体的构成，而且是完成各种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及调控因素。蛋白质是生物大分子
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核酸行使复制、转录和翻译等功能也需要蛋白质。酶是蛋白质，是生命
活动中物质代谢进行的必要的生物催化剂。核酸是生物遗传信息传递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对生物大
分子的研究包括确定其一级结构，更重要的是研究其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是其
功能的基础，而其功能又是其结构的体现。各种生物大分子之间通过分子之间相互识别、相互作用和
相互影响而在生命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本章主要介绍蛋白质、核酸、酶的结构和功能，为深入了
解生命现象、探索生命的奥秘奠定基础。第一节 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 蛋白质（protein）是由多个氨基
酸通过肽键相连而成的高分子含氮化合物，是具有特定的空间结构及生物学功能的生物大分子。蛋白
质分布广泛，几乎所有的器官组织都含有蛋白质，其含量约占人体干重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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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一些小错误，但不明显，不碍事。总体很全面，很学术。适合学基础医学的同学们买

Page 8



《医学基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