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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疾病谱”、“死因谱”的变化，医学模式
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
在现代医学模式下，新世纪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应该满足社会和公众对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日益提高
的需求，并符合国际卫生组织（WHO）提出的“五星级”医生的标准和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
。
　　教材是知识的载体，是开展教学活动、实现既定培养目标的基本工具。
要达到新世纪对医学人才的质量要求，教材应不断改革，推陈出新，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
生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多年来，我国生理学的教育工作者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编写了
一批生理学的好教材，对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卓有贡献。
近年来，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材的科学性、适用性、启发性、先进性等问题曰益受到重
视。
教育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教材若过分强调课程设置的阶段性，则容易导致基础课程与后续临床课程衔
接脱节，适用性不强；过分强调内容上的权威性，不能及时反映生理学领域中的最新进展，不敢大胆
引入学术争议问题，导致启发性不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同时，内容上置后于学科的发展，难以体现教材的先进性。
　　有鉴于此，高等教育出版社生命科学分社《生理学》编写组于2002年11月在广州召开了编委会议
，讨论了本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确定了本教材的编写特色：　　一、在写作篇幅上，吐故纳新，腾
出空间，加强本学科与临床实践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使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
　　二、在写作内容上，适当地借古鉴今，发掘科研史料，培养创新思维，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思维
方法，体现启发性。
　　三、与时俱进，适度地引入前沿知识，反映最新进展。
适当提出目前尚未完全解决或有争议的科研问题，给学生留下分析、判断、探索的思维空间，培养学
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四、面向世界，注重双语教学，推进教材国际化。
每章中的名词术语均用英文对照，每章均用英文进行小结，在教材末设置单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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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理学在医学课程中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
作为这门基础课程的教材，既要包括本门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又要让学生了解学
科的新概念、新知识、新发展。
更重要的是，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培训学生科学精神、思维能力、创新意识。
同时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双语教学也日显必要。
本教材在继承以往教材编写优点的基础上，借鉴美、英、加、澳等国最新教材版本的内容和编排特色
，力求有所创新。
本教材按系统分述，共分为十三章，按双色印双色印刷，力求图文并茂。
每章结构布局为：导读、正文、英文小结、参考文献、复习思考题、导航网站。
在教材内容上，加强了本学科与临床实践的联系，注重让学生了解从实验推导结论的科学思维形成过
程，适度地引入前沿知识，反映最新进展。
如补充了生理学发展的简史和展望、细胞的信号转导、血压的日周期和高血压的新概念，心室肌细胞
膜内外的离子浓度、心血管中枢所在部位等。
每章正文后附有启迪思维考题和适合学生双语学习的英文小结。
附录设有中英文索引。
    本书适用于医学各专业及预防医学、药学等专业的本科生或七年制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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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生理学概述　　一、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二、生理学与医学对象的
关系　　三、生理学研究的 3 个水平　第二节　生理学的常用研究方法　第三节　生命活动的基本特
征　　一、新陈代谢　　二、兴奋性　　三、适应性　第四节　机体的内环境、稳态和生物节律　　
一、内环境和稳态　　二、生物节律　第五节　生理功能的调节　　一、自身调节　　二、体液调节
　　三、神经调节　第六节　人体内自动控制系统　　一、反馈控制系统　　二、前馈控制系统　第
七节　生理学发展的回顾和展望　　一、生理学发展的回顾　　二、生理学展望第二章　细胞的基本
功能　第一节　细胞膜的结构和物质转运功能　　一、膜的化学组成和结构模型　　二、细胞膜的物
质转运功能　第二节　细胞的信号转导　　一、信号转导概述　　二、跨膜信号转导途径　第三节　
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一、生物电现象　　二、生物电的产生机制　　三、组织的兴奋和兴奋性　第
四节　肌细胞的收缩功能　　一、骨骼肌的兴奋和收缩机制　　二、骨骼肌收缩的机械力学特征　　
三、平滑肌的结构和生理特征第三章　血液　第一节　血液概述　　一、血液的组成　　二、血液的
功能　　三、血液的理化特性　第二节　血细胞生理　　一、造血过程　　二、红细胞生理　　三、
白细胞　　四、血小板　第三节　生理性止血　　一、血小板的止血功能　　二、血液凝固与抗凝系
统　　三、纤维蛋白溶解与抗纤溶　第四节　血型　　一、血型与红细胞凝集　　二、红细胞血型　
　三、输血的原则第四章　血液循环　第一节　心脏的生物电活动　　一、心肌细胞的电活动　　二
、心肌的电生理特性　　三、心电图　第二节　心脏的泵血功能　　一、心肌收缩的特点　　二、心
脏的泵血机制　　三、心脏泵血功能的评价　　四、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　　五、心音　第三节　血
管生理　　一、血管的分类及功能　　二、血流动力学　　三、动脉血压与动脉脉搏　　四、静脉血
压、静脉回心血量　　五、微循环　　六、组织液　　七、淋巴液的生成和回流　第四节　心血管活
动的调节　　一、神经调节　　二、体液调节　　⋯⋯第五章　呼吸第六章　消化和吸收第七章　能
量代谢第八章　体温第九章　尿液的生成与排泄第十章　感觉器官的功能第十一章　神经系统第十二
章　内分泌系统第十三章　生殖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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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器官的功能是由构成该器官的各种细胞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应从细胞水平对该器官的功能进
行研究。
细胞的特性是由构成细胞的分子所决定，特别是生物大分子的物理化学特性。
分子特性又由编码该分子的基因所决定。
近20年来，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实验技术的突飞猛进，给细胞及分子水平的生理学研究带
来了广阔的前景。
生理学家逐步了解到细胞间识别、信号转导和物质转运的机制，揭示了细胞分化、细胞调控的一些规
律，进而深入到基因组的结构功能与染色体遗传信息构建的水平。
例如心脏之所以能搏动，是由于肌细胞中含有特殊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分子由特定基因编码，具有
一定的结合排列方式，在离子浓度的变化和酶的作用下其排列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发生收缩或舒张的
活动。
目前，对心肌细胞的研究已逐步深入到细胞内大分子、基因水平乃至后基因的蛋白组化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细胞和分子水平研究，多采用离体的方法，故所获结果往往不足以代表其在完整机体
内的功能.因此，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始终要和器官、系统乃至整体水平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
更深入地阐明生命活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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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教育出版社医学教材建设，由中国医师协会、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与我国十几所著名医
学院校共同于2002年初发起、筹划，而后有几十所院校加入。
　　本次教材建设共有近两千名作者参加编写，他们中既有医学界的泰斗、工程院院士、相关医学专
业委员会领导及学术骨干，更可喜的是还吸收了大批在教学、临床一线的中青年教师。
　　“高教版”医学教材除保留国内同类教材已具备的“三基”知识外，还根据医学模式转变、疾病
谱的变化，删除了陈旧理论、内容，增加了公认的新知识、新技术的介绍。
并以立体化、系列化的形式展示给广大师生，充分体现医学教育的特点。
　　我社在近几年内，除陆续出版其他专业、层次的医学教材外，还将建设相应的教学资源库、学科
网站，以达到为广大院校教学提供立体化教学包、教学解决方案的目的。
　　追求先进的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建设精品教材，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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