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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物生理学》主要面向全国高等农林、水产院校的动物生产类（含畜牧、水产养殖、名贵经济动物
养殖）、动物医学、野生动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生物科学及生物技术等专业的本科学生。
本书以哺乳动物为主要对象，论述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对家畜、禽（鸟）类、鱼类及其他
名贵、经济类动物生理的特异性加以比较和融合。
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讲，既是“基础生理学”，又是“比较生理学”。
书中采用了大量图、表，图文并茂，直观地论述了生理学深奥的理论；反映了生理学不同研究领域的
新理论、新发现、发展趋势及前沿性、交叉性学科的新成果。
此外，还介绍了这些理论发现的过程和方法的建立以及生理学家们对人类和科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本教材分纸质和光盘资料两部分，其内容互为引导和补充。
    本书也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生物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用书和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研
究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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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　　1.1　细胞膜物质转运功能　　1.1.1　细胞膜的结构　　一切动物的细
胞都由一层细胞膜（cell membrane）或质膜（plasma membrane）包裹着，细胞膜将细胞的内容物和周
围的环境分隔开来，构成一种屏障，保持细胞有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内环境。
细胞膜与细胞的物质转运、信号转导、能量转移、兴奋及其传播和免疫等功能密切相关，参与细胞生
长、分裂、分化及癌变等生理、病理过程。
因此，有关细胞膜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是目前细胞分子生物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见1-1细胞膜的结构）　　1.1.2　细胞膜的跨膜物质转运功能　　细胞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不断有各
种各样的物质进出细胞。
除极少数脂溶性物质，大多数分子或离子的跨膜转运都与镶嵌在膜上的各种特殊蛋白质活动和细胞膜
复杂的生物学过程有关。
根据跨膜物质转运的方向和供能特征，基本上可以分为被动转运和主动转运两大类。
　　1.1.2.1　被动转运　　当同种物质不同浓度的两种溶液相邻地放在一起时，溶质的分子会顺着浓
度差（浓度梯度，concentration gradient）或电位差（电位梯度，potential gradient，两者合称电化学梯
度）产生净流动，称为被动转运（passive transport）。
这种被动转运表面上看来似乎不消耗能量，事实上，某种物质跨膜被动转运时的动力是该物质顺着电
化学梯度做跨膜转运时释放的电化学势能，并非与能量转换无关，只是不需要细胞膜或细胞另外提供
其他形式的能量，被称为被动转运的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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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以哺乳动物为主要对象，论述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对家畜、禽（鸟）类、鱼类及
其他名贵、经济类动物生理的特异性加以比较和融合。
因此，该书既是基础生理学，又是比较生理学，各类专业学生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关部分学习；书中强
调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在动物生产、动物医学、动物资源保护中的应用和意义；《动物生理学(附光盘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采用了大量图、表，图文并茂；在书中还穿插了一些有关生理学理论的发现及其
实验方法建立的过程；生理学家们对人类和科学发展作出贡献的事例，可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中得到一
些做人与治学方面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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