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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全国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专业卫生部规划教材《生理学》第5版于2003年出版以来，已经使用五年多的
时间，该教材基本框架结构合理，内容的深度、广度与培养目标和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
规格比较适应，获得全国各高等学校的较好评价。
随着生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不断发展，部分内容已显陈旧，发现的错漏之处也需要修订和增补。
根据2008年9月全国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专业卫生部规划教材主编人会议精神，开展《生理学》第6版的
修订工作。
《生理学》第6版的修订工作，继续保留第5版的框架结构，强调“为基层、社区和农村培养医学人才
”的基本定位，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的基本要求和特色；适应当前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突出
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
根据近年来收集到的对第5版《生理学》教材的意见和对新一版教材修订的建议，我们对第6版教材内
容作了适当更新，部分章节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例如第二章“细胞的基本功能”中增添了新的知识
点。
第六章“消化与吸收”的编写体例作了较大的修改。
第十二章“生殖”中增加了性成熟和性行为等新内容。
本教材第5版的插图质量高，绘制精细，具有立体感。
第6版教材保留了大部分第5版的插图，仅对其中部分插图进行了修订和改动。
个别图片是作者新增或重新绘制的。
本教材的编者来自全国各地十多所高等医学院校第一线的骨干教师。
编写过程中得到各参编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济宁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刘文彦教授担任本书的学术秘书，刘文彦教授还承担第十章“神经系统的功
能”第1～3节的编写工作。
第十章第4～5节由大同大学医学院杨靖辉副教授编写。
《生理学》第5版主编刘玲爱教授对新一版教材的编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无私的支持，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我们水平和认识上的差距，在教材的整体设计、内容编写、文字处理等方面的错漏和不妥之处，
由主编和编写者负责。
恳请读者在使用过程中不吝批评指正，以便于今后修订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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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理学》第六版的修订工作，继续保留了第五版的框架结构，强调“为基层、社区和农村培养医学
人才”的基本定位，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的基本要求和特色。
适应当前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
突出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应性。
根据近年来收集到的对第五版《生理学》教材的意见和对新一版教材修订的建议，第六版教材内容作
了适当的更新与调整，例如 第二章细胞的基本功能增添了新的知识点。
第六章消化与吸收的编写体例作了较大的修改。
第十二章生殖增加了性成熟和性行为等新的内容。
适合于搞职高专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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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气体是在大气和肺泡之间的压力差推动下进、出肺。
通常情况下，大气压是个常数，因此，气体能否进、出肺主要取决于肺内压的变化。
而肺内压的变化主要由肺的张缩引起。
肺位于密闭的胸廓中，通过呼吸道与外界相通。
肺本身无主动扩张和回缩的能力，其容积大小完全依赖于胸廓容积的改变而变化。
胸廓扩大则肺容积增大，使肺内压下降；胸廓缩小则肺容积减小，使肺内压升高。
胸廓由脊柱、肋骨、胸骨和肋间肌等构成，是一弹性体，它的扩大与缩小是由呼吸肌的收缩和舒张造
成的。
由此可见，大气与肺泡气之间的压力差是肺通气的直接动力，而呼吸运动则是肺通气的原动力。
（一）呼吸运动呼吸肌的收缩和舒张引起的胸廓有节律地扩大与缩小，称为呼吸运动。
参与呼吸运动的肌肉，统称为呼吸肌。
凡是使胸廓扩大，产生吸气运动的肌肉称为吸气肌，主要有膈肌和肋间外肌；凡是使胸廓缩小，产生
呼气运动的肌肉称为呼气肌，主要有肋间内肌和腹壁肌群。
此外，还有一些肌肉如斜角肌、胸锁乳突肌等只是在用力呼吸时才参与呼吸运动，称为呼吸辅助肌。
呼吸运动包括吸气运动和呼气运动。
当胸廓扩大时，带动肺扩张，使肺容积增大，肺内压下降，当肺内压低于大气压时，外界气体进入肺
泡，形成吸气运动；反之，当胸廓缩小时，肺回缩使肺容积减小，导致肺内压升高，当肺内压超过大
气压时，肺泡气被排出，形成呼气运动。
1．吸气运动平静呼吸时，吸气运动的产生主要由膈肌和肋间外肌收缩引起。
膈肌位于胸、腹腔之间，构成胸腔底部，呈穹隆状向上隆起。
当膈肌收缩时，穹隆部下降，使胸腔上下径增大；肋间外肌肌纤维起自上一肋骨的下缘，斜向前下方
行走，止于下一肋骨的上缘，当其收缩时，肋骨前端和胸骨上举，并使肋弓稍外展，胸腔前后径和左
右径均增大（图5-2）。
因此，膈肌和肋间外肌收缩共同使胸腔容积增大，产生吸气。
由于胸腔呈圆锥形，下部容积比上部容积大得多，因此，膈肌稍下降，就可使胸腔和肺的容积显著增
大（图5-2）。
平静吸气时，膈肌一般下降1～2cm；深吸气时，可下移7～10cm。
据测定，平静吸气时，由于膈肌下降而增加的胸腔容积相当于肺通气总量的4／5，所以膈肌的舒缩在
肺通气中起重要作用。
2．呼气运动平静呼吸时，呼气运动的产生是由膈肌和肋间外肌舒张所引起。
膈肌舒张时，腹腔脏器回位，使膈肌穹隆上移，胸腔上下径减小，同时肋间外肌舒张，肋骨和胸骨下
降，胸腔前后径和左右径均减小，形成呼气（图5-2）。
3．呼吸的类型根据参与呼吸运动的呼吸肌主次、多少和用力程度不同，将呼吸运动分为不同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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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理学(第6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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