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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适应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要
求，我们以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和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并颁发的新一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
纲为依据，以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为参照，按照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要求，编写了
适合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教学需要，供护理、助产等专业使用的《生理学基础》教材。
　　在编写中充分考虑了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实际，本着理论知识“必需”为限、“够用”为
度的原则；坚持医学“三基”，充分体现教材“五性”，着力提高教材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在“三贴
近”的基础上，力求贴近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提高考试合格率。
　　本教材根据新一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指导原则，在编写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
有如下特点。
　　1.《生理学基础》是一门独立设置的医学基础课程，加强了与其他基础课程的衔接和临床课程的
联系，着重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和终身学习打好基础。
　　2.每章明确提出了学习要点，让师生能够正确把握重点要求。
　　3.《生理学基础》作为临床课程的理论支撑，在每章内容的适当位置增加了重点提示，旨在加强
理论与临床的联系，拓宽学生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各章均附讨论与思考，旨在与学习要点，教学大纲之呼应，开启学生思维，融会全章知识。
　　5.随着老年医学的发展，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增加了老年生理——衰老。
　　6.精选了实验内容，附在教材后面，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生理学基础》课时设计为72学时，其中理论58学时，实验14学时。
　　本教材编写凝聚了全国中职生理学一线教师的智慧，参考并吸收了高等医学院校和中等卫生职业
学校教材建设的成果，得到了各参编院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若有不妥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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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理学基础》是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适应中等卫生职业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我们以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和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并颁发的新一轮
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依据，以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为参照，按照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的培养目
标和要求，编写了适合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教学需要，供护理、助产等专业使用的《生理学基础》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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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理学基础　　生理学基础是一门实验性科学，也就是说，本门课程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实验观察
获得的。
早在17世纪初，英国医生哈维（Harvey）首先在动物身上用活体解剖和实验观察法研究了血液循环这
一生命现象，首次科学地阐明了血液循环的基本途径和规律。
1628年，哈维的著作《心与血的运动》面世，这是生理学基础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的标志。
学习该门课程应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一方面要重视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实
验技术，通过实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
此外，还应适当联系生活实际和临床实际，把本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用到卫生保健和临床实践中
去。
　　生理学基础的发展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密切，相互促进。
尤其是新的技术不断应用于生理实验，使生理学基础的知识和理论不断得到新的发展。
构成人体最基本的单位是细胞。
由许多不同的细胞构成各种器官，行使相同功能的器官构成一个系统，人体就是由各个器官系统互相
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协调而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
因此，生理学基础研究就是在细胞、器官和系统、以及整体这样3个水平上进行的。
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是以细胞和构成细胞的分子为研究对象，例如研究肌细胞膜、肌质网、肌原纤
维等超微结构的功能，以及细胞中蛋白质、无机盐等物质运动的理化过程。
器官和系统水平研究是以一个器官或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例如研究心脏如何射血，血液在心血管系
统中流动的规律，神经和体液因素对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整体水平研究是以完整机体为研究对象，例如研究人体在运动状态下各器官系统之间功能活动的相互
配合，相互协调及其规律。
　　第二节 生命的基本特征　　生命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科学家从原始的单细胞生物到高等动物以至对人类的研究，发现生命现象多种多样，但新陈代谢、兴
奋性和生殖是生命的基本特征。
　　一、新陈代谢　　生物体总是在不断地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重新建构自身组织；同时又在不断
地分解自身和外来物质，排出体外。
机体和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转换，以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称为新陈代谢。
由此可见，新陈代谢包括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
物质代谢是指物质的摄取、合成、分解和排出过程；能量代谢是指伴随物质代谢而产生的能量储存、
转化、释放和利用过程。
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物质代谢又分为合成代谢（同化作用）和分解代谢（异化作用）两个方面。
合成代谢是指机体不断从外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合成和转化为自身物质，同时储存能量的过程。
分解代谢是指机体不断分解自身物质，同时释放能量，并将代谢产物排出体外的过程。
　　新陈代谢是机体与环境最基本的联系，也是生命最基本的特征。
机体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表现出各种生命活动。
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也将随之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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