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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适应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新形势，发展临床医学专业专科教育，培养面向基层和农村的“用得上
”“留得住”的卫生人才，满足基层和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新需求，落实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和构建和
谐社会，都将是我国卫生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
本套教材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大的前提，根据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年3月14日北京本套教材编委会“全国
临床医学专业专科规划教材”编写会议、2009年4月18日沧州主编会议精神，组织全国30余所高等医药
职业院校领导和专家论证、编写而成。
主要供高等医药职业院校临床医学及相关专业学生使用。
　　本套教材的编写原则和指导思想是按照“特色鲜明，瞄准前沿，新颖实用，质量一流”的总体要
求，紧贴临床医学专科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和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需求，突出基层医疗岗位的
第一任职需要，突出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面向基层的就业特点，突出专业实践技能培养，既高
标准、高起点、高质量，又有特色、有创新地编写一套贴近实际、内容实用的临床医学专业优秀专科
规划教材。
　　生理学是高等医学职业教育临床医学专业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主要内容是研究正常人体生理功能及生命活动规律。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正常人体功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认识器官系统的基本功能，人体功
能与结构的联系，为今后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本书的编写主要根据以下原则进行，一是尽量保持学科系统性，知识连续性、通俗性、易读性、科学
性、衔接性，更有利于学习掌握；二是提高教材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精
心选编核心知识点内容，突出联系临床实际，适当降低知识容量和难度，尽量适合于读者群体的知识
层次和实际需要，更有利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使用，有利于实用型人才的强化培养；三是每章前有
学习目标，正文中有相关知识链接，章末有复习思考题和学习小结，便于学生理解掌握；四是精心制
作和适当增加图表，尽量做到图文并茂，更具有趣味性、可读性，更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位编者所在单位和人民军医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再次一并表示真
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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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理学》的编写原则和指导思想是按照“特色鲜明，瞄准前沿，新颖实用，质量一流”的总体
要求，紧贴临床医学专科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和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需求，突出基层医疗岗位
的第一任职需要，突出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面向基层的就业特点，突出专业实践技能培养，既
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又有特色、有创新地编写一套贴近实际、内容实用的临床医学专业优秀专
科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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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影响静脉回流的因素　　在体循环中，静脉回心血量取决于外周静脉压与中心静脉压的压
力梯度。
压力梯度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心脏的收缩力但也受体位、呼吸运动、骨骼肌的收缩和静脉瓣膜的影响。
　　1.静脉对血流的阻力　血液从微静脉回流到右心房，血压仅降落15mmHg。
因此，静脉血流阻力低，约占体循环总阻力的15％。
静脉血管的口径是影响静脉血流阻力的主要因素，而静脉血管的舒缩和跨壁压的变化可影响静脉血管
的口径。
如腹腔脏器对腹腔内大静脉的压迫使跨壁压减小，静脉管壁塌陷，管腔截面积减小，血流阻力增大；
在神经体液因素的作用下，微静脉收缩，静脉血流阻力增大，静脉回流减少，并可逆行性地影响毛细
血管压升高，导致组织液生成增多。
　　2.静脉回心血量及其影响因素单位时间内的静脉回心血量取决于外周静脉压和中心静脉压的压力
差，以及静脉对血流的阻力。
故凡能影响外周静脉压、中心静脉压以及静脉阻力的因素，都能影响静脉回心血量。
　　（1）循环系统平均充盈压：循环系统平均充盈压是反映心血管系统充盈程度的指标，它的高低
取决于循环血量与血管系统容积的对比关系。
两者的变化使循环系统平均充盈压升高，血管系统充盈，静脉回心血量增多；反之，则静脉回心血量
减少。
　　（2）心脏收缩力量：心脏收缩时将血液射入动脉，舒张时则从大静脉抽吸血液。
如果心脏收缩力量增强时，心室射血量大，排空完全，心室舒张时室内压可降得更低，对心房和大静
脉内的血液的抽吸力量增大，回心血量增加。
反之，心脏收缩力量减弱，心室舒张时室内压较高，血液淤积在心房和大静脉内，中心静脉压升高，
回心血量减少。
因此右心衰竭患者可出现颈外静脉怒张，肝充血肿大；左心衰竭患者可出现肺淤血和肺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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