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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生理学是教育部批准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
材，第三版在前两版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更新，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编者长期从事生理学教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精选教材内容，斟酌取舍，写作深度反复考量，力求
做到言简意赅。
由于受学时的限制，本科生教材必须满足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训练的要求，除了贯彻思想
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启发性外，还应注意适用性，新、深的内容要恰如其分，以达到精、新、实用
和富有启发性的要求。
近些年来，国内编写出版了一批生理学的好教材，有利于医学和生命科学人才的培养。
每本教材都有特色，体现了主编和作者的风格，生理学教材在安排各章顺序时，大致有两种方案，一
种方案是在讲授细胞生理后，安排神经生理，另一种是细胞生理后讲授血液循环生理，两种方案各有
其利弊和理由。
不少生理学教材都把难学的神经生理移到最后，这是一种分散难点的办法，但不是最恰当的处置，从
整体生理学观点出发，我们在讲授细胞生理知识后，接着介绍神经生理的内容，如突触传递、递质与
受体、反射的概念和特征，介绍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神经系统的感觉分析和脑的高级功能，
神经体液调节，交感、副交感神经对内脏功能的调节，自主神经和传出神经的分类、肾上腺素受体、
胆碱受体等内容，将神经生理学放在前面讲，恰逢神经解剖的内容刚结束，讲授神经生理是非常有利
的，将结构和功能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神经生理的学习，神经生理的部分内容又与细胞生理有关联
，如突触传递内容与神经肌接头类似，兴奋性突触后电位、抑制性突触后电位、突触后抑制、突触前
抑制与除极、超极化、兴奋、抑制、出胞和入胞、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等细胞生理内容密切相关，这
样的安排有利于巩固上述概念和内容，而且有关自主神经的调节、递质、受体、信号转导、反射和突
触传递在器官生理中都要涉及，这样可为学习后面的内容铺路，也容易讲深神经和激素对心血管活动
的作用原理。
血液生理中有部分内容和组织学、生物化学重复，第四军医大学在三个教研室之间达成共识，为避免
同一内容在不同课程中重复讲授，我们将血细胞生理分工给组织胚胎学教研室承担，血液凝固和纤维
蛋白的溶解由生物化学教研室讲授，这二节内容虽是血液生理内容，在大课中我们就不讲了，但考虑
各校情况不同，这两节的内容在血液生理章中仍然保留。
在心脏生理中，我们建议先叙述心肌细胞的生物电，用电变化来解释心肌生理特性，然后讲授心脏缩
舒的活动，这样安排更符合“兴奋一收缩偶联”的程序，更易为学生接受。
用心肌电生理的观点解释心肌特性，自律性的产生是外向电流的衰减或内向电流的增强，导致了4相
缓慢自动除极。
心肌兴奋性变化的特点是不应期长，心肌的不应期为什么特别长？
原因是ca“的缓慢内流（有除极作用）对抗了K外流的复极化作用，因此，出现了复极缓慢的平台，
导致心肌复极时间长，由于Na通道有电压依赖性，静息膜电位未恢复，而Na通道的活性和膜电位的恢
复密切相关，在膜电位恢复到一定程度时，Na通道才有活性。
兴奋后Na通道有较长一段时间处于失活状态，直到3相初期（相当于舒张早期），也就是说，在收缩
期和舒张早期时，心肌都处于不应期，因此，心肌不会发生强直收缩，收缩后一定发生舒张，使心脏
保持收缩与舒张交替的节律性活动；心肌自动节律性的特点是上高下低，窦房结自律性高，逐级降低
；上控制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生理学>>

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的研究成果，是教育部批准的“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本教材系统地介绍了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在每章前有中、英文要点。
在重点和难点内容的文旁有提示或小结，起助学和导学作用。
本书以精、新、实用和富有启迪性为主要特点，力求体现教材的系统性、易读性、科学性、实用性和
先进性，以适应培养高级医学和科技人才的要求。
编者均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参阅了近年国内外出版的生理学教材，精选内容和图表，使教材内容更为
新颖。
    本教材的深度和广度服从适合教与学的原则，篇幅合理，供高等医药院校和综合大学生命科学院（
系）五、七和八年制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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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妙章，浙江萧山人，教授，博士导师，中国保健医学会心脏学会常委，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心功能学
会主任，心功能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医学电阻抗杂志和第四军医大学学报编委等职。
1965年考取第四医军大学生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在科研和培养研究生工作中，主要研究心脏功能的评定，心脏和冠脉的神经体液调节，心肌缺血时病
理生理学变化及机理，在国内同行中有一定声誉。
发表科研论文212篇，综述61篇，参加编写专著20本（其中有2本担任主编），教材2本。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军队科技二等奖5项，三等奖12项，西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全军医
学科技大会二等奖1项。
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学经验丰富，锐意改革，在担任教学组长期间，将微机和该室科研
成果应用于教学，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了国家教委和总后教改凋查组的好评，1989年集体荣获全军
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个人荣立三等功，1994年被学校评为“十年来为教学作出显著贡献的优秀教师
”。
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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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生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生理学（physiology）是研究生物机体生命现象的规律和
机制的科学。
即主要研究呼吸、消化、循环、生殖、泌尿、肌肉运动等的发生原理和活动规律。
生理学有许多分支，例如，人体生理学、动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细菌生理学等。
由于人体生理学主要研究正常人体的各种生命活动，所以也叫做正常人体生理学（简称生理学）；而
研究人体各种异常即患病机体的生命活动的科学叫作病理生理学。
人们对生命活动规律的了解是从实验中总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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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生理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生理学是一门主干的医学基础课程，又是一门充满无限生命力的科学，在实验中要仔细的观察，对结
果要及时分析和思考，对新异的变化和意外结果要用不同常人的思维方式，充分发挥想象力，大胆用
实验去求证和探索，即使实验失败也不要轻易放弃，成功存在于多次失败的坚持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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