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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常人体功能》是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护理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护理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为城乡医疗保健等卫生服务机构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职业综合素质高，技术应用能力强的高等技术应用型护理专门人才。
因此，教材的编写必须在突出教材的“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和“五性”（思想
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实用性）的前提下，坚持“必需、够用”的原则，以充分体现职业教
育的特色。
　　本教材实际上包括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两个学科的内容，在编写过程中，既要考虑系列教材的整体
优化，避免重复和遗漏，还要解决好教材内部“融合”问题。
因此，必须淡化学科意识，精选教材内容，如将生物氧化与能量代谢合并；将肾小管的分泌功能、甲
状旁腺素、降钙素对钙磷代谢的调节与水、盐代谢及酸碱平衡合并。
略去诸如历史回顾、机制探讨、公式推导和测试方法等内容，而将重点放在一些与正常人体功能直接
相关的知识点上，如物质代谢，水、盐代谢与酸碱平衡，各器官、系统的功能等，并尽可能与临床实
际相联系。
另外考虑到护理专业的特点，适当增加了社会心理因素对人体功能的影响。
在编排顺序上，力求使知识结构科学、合理，并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全书共分16章，约170幅图。
文字叙述尽量做到概念清楚、定义准确、名词术语规范统一，为帮助学生掌握重点和难点，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每章前列有学习目标，章后附有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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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系列教材，是根据“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指导方案”编写的。
    “正常人体功能”是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型紧缺人才护理专业重要基础课程之一，是学习后续课程所
必需的知识准备。
本书主要介绍生物体的分子结构与功能、物质代谢及其在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重点阐
述各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包括生命活动现象、过程、规律及影响因素等。
该书重点突出、应用性强、图文并茂、文字简洁流畅。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等院校、本科院校二级学院、本科院校高职教育
护理专业及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五年制高职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及其他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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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刺激能否引起机体产生反应，取决于刺激强度、刺激持续时间和强度一时间变化率。
刺激的3个参数又可相互影响，只有当刺激达到一定的强度、时间和强度一时间变化率时才能引起机
体发生反应。
如临床上高频电热疗法，是用高频电流通过人体，虽然电流强度高达10余安，但因电流频率快，刺激
作用时间短，电流通过组织时只产生热效应，而不引起组织兴奋。
正常人体功能课程实验中常用的刺激是电刺激，这是因为它的强度、频率和作用时间较容易精确控制
，且可重复使用又不易损伤组织。
　　反应是指刺激引起组织或机体功能活动的改变，是刺激的结果。
刺激作用于组织或机体，首先影响其代谢过程，进而导致功能状态的改变。
不同的细胞或组织接受刺激后，反应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如肌细胞表现为张力和长度的变化（机械收
缩）、腺细胞表现为分泌活动等。
虽然不同的组织受刺激后反应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反应可归纳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兴奋（excitation
）和抑制（inhibition）。
兴奋是指组织或机体受刺激后，由相对静止状态转变为活动状态，或活动加强；抑制是指组织或机体
受刺激后，由活动状态转变为相对静止状态，或活动减弱。
组织或机体接受刺激后究竟发生兴奋还是抑制，除与刺激的质和量有关外，还取决于组织当时的功能
状态。
在不受刺激影响时组织或机体所处的功能状态称为生理静息状态。
　　（二）兴奋性与阈强度　　不同的组织细胞兴奋性的高低是不同的，即使同一组织细胞在不同的
功能状态下其兴奋性也有差异。
衡量组织或细胞兴奋性的高低，通常用阈强度作为指标。
阈强度是指在保持刺激的时间和强度一时间变化率不变的情况下，引起组织细胞发生反应的最小刺激
强度，其值称为阈值（threshold）。
显然，组织兴奋性的高低与阈值呈反变关系。
阈值愈小，兴奋性愈高；阈值愈大，兴奋性愈低。
对于所给刺激而言，强度大于阈值的刺激称为阈上刺激；强度小于阈值的刺激称为阈下刺激；强度等
于阈值的刺激称为阈刺激（thresholdstimulus）。
刺激要引起组织发生反应，其强度通常必须等于或大于阈值，一次阈下刺激通常是不能引起组织发生
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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