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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物生理学实验》（第2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动物生理学》（第2版）的配套教材。
这本实验教材是我们经历了一段面向21世纪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之后，对现代教育教学人才培养
的思想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
其内容和思路反映出我们开始注意到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加强了基本技术的训练；
增加和设置了一些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的内容。
《动物生理学实验》（第2版）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为基础性实验技术、技能的训练及重要
的仪器设备的应用。
第二部分各论是经典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实验（两个或多个生理指标的同时观察、记录），对学生进行
生理学实验技能与技术、分析问题能力的训练；配合各章内容而设置的设计性实验，能引导学生发散
思维或反向思考，自发提出新的观测点的设计。
第三部分为综合设计性实验和实验新技术，是一些涉及多个组织、器官、系统的综合性实验，通过实
验观察、综合比较，使学生能进一步理解各研究对象的生命活动特征和相互制约的功能关系，建立生
命活动整体性观点；利用不同学科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生理学上的一个问题，达到相互佐证，得出较为
全面、正确的结论；多个学科中方法相似、理论相关的实验有机地结合，从不同角度解释机体的机能
性活动；拟提高学生观察、分析、综合、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辩证、科学的逻辑思维方
式，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能力。
该书在第1版基础上削减了陈旧过时的仪器设备的使用和介绍以及陈旧、不必要的经典实验，增加并
介绍了较能普遍应用于生理学研究中的现代生物实验技术及其实验。
书后附有学习卡，能引导学生进入《动物生理学实验》资源网站进行学习。
该网站不仅提供了《动物生理学实验》示范教学录像，对动物生理学基本实验操作和经典实验步骤进
行了简略的示范，以便规范实验操作、加强能力训练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还以word文档格式对纸质
教材中的总论及各论中相应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与拓展性的说明，提供必要的实验背景资料、
关键技术、容易进入的误区的提示与说明，提出教学建议，使教师能及早做好课前准备，以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对学生的自学、开展科技创新性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该书由6所高等农林水产院校16位教师参加编写，他们多年从事于动物生理学教学，工作于科学研究第
一线。
他们丰富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实践经验及认真的工作态度，是本书质量的保证。
在编写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和综合了各校的专业特点和长处，并进行了大致的分工：华中农业大学负责
第1、2、3、5、6、7、9、10、11、1 3、14、1 5章，上海海洋大学负责第3、5、6、7、8章，东北林业
大学负责第4、7、11、14、15章，山东农业大学负责3、8、11、14章，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负责3
、10、12章，山西农业大学负责10、1 3章。
该书在编写过程中受到所在院校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梁宇君博士提供了宝贵的实验资料，
张桂蓉、汤蓉女士参加了部分实验的教学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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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物生理学实验（第2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动物生理学》（第2版）的配套教材。
在第1版基础上削减了陈旧过时的仪器设备的使用和介绍以及陈旧、不必要的经典实验，介绍并增加
了较能普遍应用于生理学研究中的现代生物实验技术及其实验。
　　书后附有学习卡，能引导学生进入《动物生理学实验》资源网站进行学习。
该网站不仅提供了《动物生理学实验》示范教学录像，还以word文档格式对纸质教材中的总论及各论
中相应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与拓展性的说明，提供必要的实验背景资料、关键技术、容易进入
的误区的提示与说明，提出教学建议，使教师能及早做好课前准备，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对学生的
自学、开展科技创新性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所有实验涉及九大器官系统，其实验数量为本科教学需要量的4～5倍；实验动物材料包括鱼、禽
、鼠、兔及家畜类等脊椎动物，以供不同层次、不同教学条件的学校进行选择。
　　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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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动物科学及生物技术等专业的本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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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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总论第1章 绪论1.1 动物生理学实验及其方法1.2 动物生理学实验课的教学内容和目的1.3 动物
生理学实验课的要求1.4 动物生理学实验报告的撰写第2章 动物生理学实验常用仪器、设备2.1 刺激系
统2.2 引导、换能系统2.3 信号调节放大系统——生物电放大器2.4 显示与记录系统2.5 计算机生物信号
采集处理系统在生理学实验中的应用第3章 动物生理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3.1 动物生理学实验常用手
术器械3.2 实验动物及其选择3.3 实验动物的编号、捉拿、固定方法3.4 实验动物的给药方法3.5 动物的
麻醉3.6 实验动物的采(取)血与处死方法3.7 组织分离和插管术3.8 动物实验意外事故的处理第4章 动物
生理学研究性实验的基础知识4.1 动物生理学实验设计4.2 生理学实验研究论文的撰写与答辩第二部分 
各论第5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实验5.1 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制备和刺激强度对肌肉收缩的影响：实
验5.2 刺激频率对肌肉收缩的影响实验5.3 关于蛙坐骨神经干动作电位的观察实验5.4 神经兴奋不应期的
测定实验5.5 引起神经兴奋的矩形方波刺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关系的测量(实验设计，选做)实验5.6 蛙
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中神经、肌肉兴奋时的电活动和肌肉收缩的综合观察第6章 血液生理实验6.1 
血液部分 生理指标测定系列实验实验6.2 血细胞计数实验6.3 有关血液凝固特性的系列实验安验6.4 ABO
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试验实验6.5 有关血型的测定(实验设计)实验6.6 雄性激素对红细胞数量的影响(实
验设计，选做)第7章 血液循环生理实验7.1 蛙心起搏点观察实验7.2 心肌收缩特性的观察实验7.3 离子及
药物对离体蛙心脏活动的影响实验7.4 蛙心电图和容积导体的导电规律实验7.5 动物的心电图描记实
验7.6 在体蛙心肌动作电位、心电图及收缩曲线的同步描记实验7.7 蛙类微循环观察：实验7.8 交感神经
对血管和瞳孔的作用实验7.9 血压的测定及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实验7.10 家兔心电图与左心室内
压的同步记录实验7.11 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实验设计，选做)第8章 呼吸生理：实验8.1 大鼠离体肺静
态顺应性的测定实验8.2 呼吸运动的调节：实验8.3 刺激兔第四脑室底对呼吸运动、胸内负压、血压及
膈神经放电的影响实验8.4 鱼类呼吸运动及重金属离子对鱼类洗涤频率的影响实验8.5 某污染物质(x)对
离体鱼头呼吸中枢的影响(选做)实验8.6 大鼠(无创)血压、心电、呼吸和膈肌电活动的同步记录(综合性
实验，选做)第9章 消化生理实验9.1 胃肠道运动的观察和离体小肠平滑肌的生理特性实验9.2 在体小肠
肌电活动及收缩运动的同时记录实验9.3 唾液、胰液和胆汁的分泌实验9.4 大白鼠胃液分泌的调节实
验9.5 家禽的食管切开术与假饲实验实验9.6 瘤胃内容物在显微镜下的观察实验9.7 反刍的机制实验9.8 
小肠吸收与渗透压的关系实验9.9 离体小肠的吸收实验实验9.10 外源性缩胆囊素对动物摄食行为的调
控(实验设计)第10章 能量代谢与体温调节生理实验10.1 哺乳动物耗能量的测定实验10.2 温度对鱼类耗
氧量的影响实验10.3 毁损下丘脑对家兔体温的影响第11章 泌尿与渗透压调节生理实验11.1 尿生成的调
节实验11.2 肾小球血流的观察实验11.3 鱼类渗透压调节实验11.4 循环、呼吸、泌尿综合实验第12章 神
经与感觉生理实验12.1 脊髓反射的基本特征和反射弧的分析实验12.2 大脑皮质运动机能定位和去大脑
僵直实验12.3 去小脑动物的观察实验12.4 肌梭传入冲动的观察实验12.5 破坏动物一侧迷路的效应第13
章 生殖内分泌生理实验13.1 甲状腺对蝌蚪变态发育的影响实验13.2 甲状旁腺切除与骨骼肌痉挛的关系
实验13.3 胰岛素、肾上腺素对血糖的影响实验13.4 肾上腺摘除动物的观察实验13.5 性激素生理机能的
观察实验13.6 精子氧耗强度和活力的测定实验13.7 鱼类的应激反应实验13.8 乳羊的排乳反射实验13.9 促
黄体素的放射受体分析法实验13.10 乳中孕酮的酶联免疫测定实验13.11 生长素促进动物生长作用的观
察(实验设计，选做)第三部分 综合设计性实验及实验新技术第14章 综合设计性实验实验14.1 不同强度
和频率的刺激对蛙骨骼肌和心肌收缩的影响实验14.2 关于缺氧条件下动物系列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
实验14.3 甲状腺激素对小白鼠能量代谢的影响实验14.4 下丘脑——腺垂体——卵巢轴组织学特征及其
周期性活动的研究实验14.5 关于下丘脑——垂体——靶腺轴机能关系的实验设计第15章 生理学实验新
技术实验15.1 膜片钳实验技术介绍实验15.2 组织切片原位杂交技术介绍附录附录1 常用生理溶液、试剂
、药物的配制与使用1.常用生理溶液的成分及配制方法2.消毒液、洗液的配制3.脱毛剂的配制4.特殊试
剂的保存方法5.常用血液抗凝剂的配制及用法6.几种实验动物常用麻醉药物的参考剂量7.给药量附录2 
实验动物的生理指标1.常用实验动物的一般生理常数参考值2.常用实验动物血液学主要生理常数3.常用
实验动物白细胞分类计数参考值附录3 气体及能量代谢的校正与换算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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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活体解剖实验在动物麻醉（或去除脑髓）情况下，对其进行活体解剖，以便观察组织、
器官机能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规律。
这种方法比慢性实验方法简单，易于控制条件，有利于观察器官间的相互关系和分析某一器官机能活
动过程与特点，但与正常机能活动仍有一定差别。
（2）慢性实验使动物处于清醒状态，观察动物整体活动或某一器官对于体内情况或外界条件变化时
的反应。
在慢性实验前，首先必须对动物进行较为严格的消毒、手术，根据实验目的要求，对动物进行一定处
理，如导出或去除某个器官，或埋入某种药物、电极等。
手术之后，使动物恢复接近正常生活状态，再观察所暴露器官的某些机能、摘除或破坏某器官后产生
的生理机能紊乱等。
慢性实验以完整动物为实验对象，所取得的结果能比较客观地反映组织或器官在正常生活时的真实情
况，比离体实验有更大的真实性，但是由于动物处于体内各种因素综合控制下，因此，对于实验结果
所产生原因比较难以确定。
由于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实验过程不能持久，实验后动物往往不能存活，故又称为急性实验法。
急性实验手术毋须进行严格的消毒。
当21世纪基因工程获得突飞猛进发展时，研究基因、蛋白质与细胞、内脏器官机能的关系，成为新时
代生理学研究的新热点。
1.2动物生理学实验课的教学内容和目的“动物生理学”是高等农林、水产院校动物生产类（含畜牧、
水产、名贵经济动物养殖）、动物医学、动植物检疫、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动物科学及生物
技术专业本、专科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它将在理论上和实验技能上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
。
为了适应现代教育、教学思想，融传授知识和能力培养为一体，动物生理学实验课除了讲授经典的生
理学实验外，还特别注重对学生的获取知识的能力、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的训练以及科学研究的实
事求是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
因此动物生理学实验课拟使学生通过对经典生理学实验的学习，掌握动物生理学实验的仪器、设备的
基本操作，熟悉和掌握动物生理学实验的基本技术，掌握观察、记录实验结果和收集、整理实验数据
、编辑实验曲线与图形的方法，学会撰写一般性的实验报告。
通过多个实验项目同时观察或综合性实验，进一步强化、规范实验操作，掌握实验方法；重点培养学
生分析、综合和逻辑推理的能力。
通过探索（研究）性实验设计的训练，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学生掌握实验设计的基本原理、原则
；掌握撰写科学研究论文的基本方法，为今后进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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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物生理学实验(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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