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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middot;人体解剖学》分上（系统解剖学
）和下（局部解剖学）两册，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由来自全
国19所医学院校的22位教授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们达成下列共识，希望能成为本教材的特点：①根据医学生的培养目标，密切联
系临床需要：上、下两册由原班作者负责编写，避免不必要的内容重复，按医学教育的需要取材；②
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循序渐进剖析问题：在每章开头提出一些与本章节内容密切相关的临床解剖学问
题，然后在描述过程中循序渐进、分层解答，为便于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下册中加了关键词，让学生
带着问题读书；③使用实物图片，结合影像资料：下册所用的插图有近一半为实物图片或CT、MRI影
像照片，为医学生阅读人体影像图片打下一定的形态学基础；④关注学科发展前沿，强调理论联系实
际：对与临床关系密切的解剖学研究热点问题，在每篇章中选出1～2个题目作为重点论述，下册中对
临床应用较广的皮瓣增编了第九章，以启发学生的科研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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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体表标志 1.舌骨hyoid bone双目平视时，舌骨体在下颌骨颏隆凸平面，高度
约平对第3颈椎。
舌骨体的两侧可触及舌骨大角，为寻找舌动脉的标志。
 2.甲状软骨thyroid cartilage位于舌骨的下方。
其前上部向前突出形成喉结，在喉结上缘可触及甲状软骨上切迹。
甲状软骨上缘的高度约平第4颈椎，颈总动脉在该平面分为颈外动脉和颈内动脉。
 3.环状软骨cricoid cartilage位于甲状软骨下方，平对第6颈椎，咽与食管、喉与气管均在此平面相延续
。
环状软骨弓与甲状软骨下缘之间为弹性圆锥（环甲膜）的环甲正中韧带，急性喉阻塞的患者，可在此
处行环甲膜切开术。
 4.气管trachea自环状软骨弓向下沿前正中线至胸骨上窝，可触及气管颈部，临床行颈部检查时，常以
胸骨上窝为标志确定气管的位置。
 5.胸锁乳突肌sternocleidomastoid头向一侧屈，面部仰向对侧，可观察到胸锁乳突肌的轮廓，胸锁乳突
肌后缘中点为颈丛皮支的浅出点。
 6.锁骨上大窝greater supraclavicular fossa位于锁骨中1/3的上方，在窝底可触及锁骨下动脉搏动以及第1肋
骨。
于锁骨下动脉的后上方，臂丛由内上斜向外下方。
 7.颈动脉结节carotid tubercle即第6颈椎横突前结节，位于胸锁乳突肌前缘深面，正对环状软骨平面，
颈总动脉在其前方通过。
 8.胸骨上窝suprasternal fossa位于颈静脉切迹上方的凹陷处，是触诊气管的部位。
 （二）体表投影 1.颈总动脉及颈外动脉common carotid artery and external carotid artery下颌角与乳突尖
连线的中点，右侧至胸锁关节，左侧至锁骨上小窝的连线，即两动脉的投影线；甲状软骨上缘是二者
的分界标志。
 2.锁骨下动脉subclavian artery相当于自右侧胸锁关节、左侧自锁骨上小窝向外上至锁骨上缘中点的弧
线，最高点距锁骨上缘1 cm。
 3.颈外静脉external jugular vein位于下颌角至锁骨中点的连线上，是小儿静脉穿刺的常用部位。
 4.副神经accessory nerve自乳突尖与下颌角连线的中点，经胸锁乳突肌后缘上、中1/3交点，至斜方肌中
、下1/3交点的连线。
 5.臂丛brachial plexus 自胸锁乳突肌后缘中、下1/3交点至锁骨中、外1/3交点稍内侧的连线。
 6.神经点是颈丛皮支浅出颈筋膜的集中点，约在胸锁乳突肌后缘中点处，是颈部皮神经阻滞麻醉的部
位。
 7.胸膜顶及肺尖cupula of pleura and apex of lung位于锁骨内1/3上方，最高点距锁骨上方2～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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