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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
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应该是我们实验
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麻醉学专业以往的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麻醉生理学、麻醉药理学、危重病医学和临床麻醉
学教学以传授知识为主，实验教学附属于理论教学，实验内容侧重于演示现象、验证理论，忽视了能
力与素质的培养。
这7门实验课按阶段分科进行，学科间难以互相交叉、渗透与融合，实验内容有很多不必要的重复。
学时虽多，但学生动手实践机会少，更缺乏自行设计、自行完成实验的科学训练。
仪器设备重复购置，但利用率不高，投资的效益低，仪器更新换代困难。
因此，实验技术水平与教学质量难以迅速提高，必须加以改革。
为培养高质量的麻醉医学专门人才，必须注重素质教育，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提高素质融为一体
，以适应科技飞速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扬州大学医学院与承德医学院先后从1985年及1990年开始，把生理学、病理生理学与药理学三门教学
实验课有机地组合成一门“机能实验学”。
原中山医科大学从1996年秋起开展“创建跨学科、多层次生理科学实验课的研究”。
该研究先后在教育部与卫生部“高等医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立项并得
到资助。
其他不少医学院校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突出的成绩。
多年的教改实践与探索表明，机能学科教学实验课三合而一，独立开课、独立考核，以培养学生综合
素质与能力为主要目的，大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教学中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促进教师对学生的因材施教，促进了
师生双向交流，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精神与多种能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一机能学科教学实验改革的大方向已为教育部、卫生部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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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把麻醉学专业的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麻醉生理学、麻醉药理学、危重病医学和临床
麻醉学的实验教学内容有机地整合起来，并突出麻醉学特色以及基础和临床的结合，命名为“麻醉机
能实验学”。
本课程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机能实验学基础，主要介绍机能实验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二部分为基础性、综合性实
验，即精选7门课程中的代表性实验，重新组合，设计成跨学科的综合性实验；第三部分为学生自行
选题、自行设计、自行完成的探索性实验，安排在学生完成基础性、综合性实验以后进行。
在教师指导下，本科生自行完成查阅文献、立题、课题设计、实验操作、资料处理、论文撰写、宣读
和投稿，从而接受一次虽较粗浅、但较为规范的科研训练，提高实践、创新能力。
    本教材是麻醉学专业第一本机能实验学教材，在徐州医学院试用多年，效果良好，曾被评为“江苏
省重点立项建设的精品教材”。
本教材主要供麻醉学专业机能学实验教学使用，亦可供其他医药学专业机能学实验教学参考。
由于很多内容根据我们的科研工作编写，故本教材也可供麻醉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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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生物机能实验系统由计算机和实验教学软件系统组成。
在使用该系统前应仔细阅读实验指导中的操作说明。
（2）只有在实验教学内容中涉及信号处理时方可启用该系统。
（3）使用该系统时，不得擅自进入其他系统；不得随意改动计算机的任何设置；不得利用该系统进
行任何与本实验教学无关的操作；不得在实验室计算机上运行外来软盘和光盘。
（4）进人生物机能实验系统后，按实验指导中指定的路径选择实验项目及操作方式；信号采集过程
中，可根据提示选择数据处理方式。
实验完毕后，按指导教师的要求处理实验结果，并按提示的路径退出该系统。
（5）凡擅自进人其他系统或更改计算机设置或进行与本实验教学无关的操作或使用外来软盘和光盘
者，一经发现，取消其本次实验资格，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对两次以上违反规定者，取消其
实验课上课资格。
实验中应对实验的条件、实验结果、有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等进行客观详尽的记录。
实验记录的结果必须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揭示其变化的规律性，探索这些自然规律的成因。
实验中得到的结果数据，一般叫做原始资料，可分两大类，一类是计量资料，以数值大小来表示某种
变化的程度。
例如血压值、呼吸频率、尿量、血流量等。
这类资料可从测量仪器中读出，也可通过测量所描记的曲线而得到。
另一类是计数材料，是清点数目所得到的结果，例如动物实验中记录动物存活或死亡数目等。
实验中必须注意记录对照资料。
凡属曲线记录的实验，应对记录的曲线图进行整理，在图上标注说明，要有刺激记号、时间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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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麻醉机能实验学》：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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