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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将生理学、药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实验内容融合重组而形成的一本新的实验课程教材。
本教材共分五篇。
第一篇主要介绍了机能实验学的基本知识和要求、实验动物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术、常用仪器没备及
使用等；第二篇为机能实验学基础实验，介绍了经典的离体组织器官实验、在体动物实验和人体机能
实验；第三篇为机能实验学综合性实验，介绍了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和神经系
统共19个综合性实验；第四篇为创新性实验，介绍了实验研究的基本知识及统计学方法、常用疾病动
物模型的制备等，并精选了5个创新性实验范例；第五篇为病例讨论。

　　本教材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可供高等医药院校学生使用，也可供研究生和从事医药学研究的相
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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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七节药物对离体肠管的作用 【实验目的】 观察药物对离体肠管平滑肌的作用，
分析所观察的药物对肠管作用有何不同。
掌握最基本的离体组织实验方法。
 【实验原理】 消化道平滑肌与骨骼肌、心肌一样，具有肌肉组织共有的特性，如兴奋性、传导性和
收缩性等。
但消化道平滑肌兴奋性较低，收缩缓慢，富有伸展性，具有紧张性、自动节律性，对化学、温度和机
械牵张刺激较敏感等特点。
给予离体肠肌以近似于在体情况的适宜环境，消化道平滑肌仍可保持良好的生理特性。
 胃肠道平滑肌以胆碱能神经占优势，乙酰胆碱能激动M胆碱受体，兴奋胃肠道平滑肌。
阿托品与M胆碱受体结合而本身不产生或较少产生拟胆碱作用，却能阻断胆碱能递质或拟胆碱药物与
受体的结合，从而产生抗胆碱作用。
 【实验对象】 家兔离体空肠或回肠。
 【实验器材和药品】 ZW—SX恒温平滑肌槽实验装置、BL—420E+生物机能实验系统、张力换能器、
木槌、烧杯、注射器、手术剪刀、眼科剪刀、镊子、眼科镊子、0.1％氯乙酰胆碱溶液、0.1％阿托品溶
液、2％氯化钡溶液、台氏液（Tyrode液）。
 【实验方法】 1.肠管标本的制备 取一只健康家兔（1.5～2.0kg左右），以手倒提之，用木槌重击其后
头部令其急死，立即剖开腹腔，观察肠管蠕动，剪取整个空肠和回肠上半部，迅速置于冷Tyrode液中
，除去肠系膜及肠管内容物，并将肠管剪成数段，用台氏液将肠内容物轻轻冲洗干净，然后再剪成2
～3cm小段备用，保存于供氧的35℃左右的台氏液中。
如不即时使用，可连同台氏液将肠管置于4℃冰箱内保存，一般肠管活力可维持12小时左右。
 2.实验装置的准备开启ZW—SX恒温平滑肌槽电源开关、控温开关，将控温旋钮拨至37～38℃，然后
将旋钮拨至测量，达到恒温时可用。
储液瓶内装上台氏液，打开换液进水口，使标本槽内营养液面达到30cm刻度（30ml）。
开启供氧开关，调解供氧调节钮与仪器后面板的气体调解阀一、二配合使用，调节标本槽内气流量，
以1～2个气泡／秒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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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实验教学规划教材:医学机能实验学(第3版)》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可供高等医
药院校学生使用，也可供研究生和从事医药学研究的相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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