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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理学基础》是根据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各专业的特点及其对本教材的要求编写的实用性教材。
全书共分十二章，主要由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仙桃职业学院、成宁市卫生学校、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大学医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孝感市职业病防治所等单位的老师共同编写完
成的。
2009年8月底于武汉召开的《生理学基础》教材编写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体现教材的“新、特、少
、精”的特点及职业教育规定的“必须、够用”的原则；确定了新教材的学时计划及编写大纲。
之后，各编写人分头进行编写，于2009年12月底在应城召开了定稿会议，认真讨论各章修改内容，相
互进行了校对。
　　该教材以“三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能）为主线条，按照生理学内在的逻辑性编写而
成。
它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践；注重基础课与临床课相结合；注重基本医学素质的培养与实用性相结合。
本教材突出了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相关专业的知识重点；简化了一些与卫生专业联系不甚紧密生理活动
机制的阐述；增加了大量的通俗易懂插图。
全书总体结构、章节布局合理，内容详略得当、繁简适宜。
　　全书编写主要参考了姚泰主编的《生理学》；周衍椒等主编的《生理学》；张尚俭主编的《人体
解剖生理学》；采用了邵佐棠等老师的部分插图，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教材中的不足之处，恳求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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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理学基础》是根据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各专业的特点及其对本教材的要求编写的实用性教材。
全书共分十二章，主要由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仙桃职业学院、成宁市卫生学校、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大学医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孝感市职业病防治所等单位的老师共同编写完
成的。
2009年8月底于武汉召开的《生理学基础》教材编写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体现教材的“新、特、少
、精”的特点及职业教育规定的“必须、够用”的原则；确定了新教材的学时计划及编写大纲。
之后，各编写人分头进行编写，于2009年12月底在应城召开了定稿会议，认真讨论各章修改内容，相
互进行了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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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功能　　三、自主神经的递质及其受体　　四、各级中枢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第五节 脑的高
级功能与电活动　　一、条件反射　　二、学习与记忆　　三、大脑皮质的语言中枢　　四、大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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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整体性　　人体的功能活动是由一定的结构来决定，人体是由许多细胞、组织、器官和系
统组成的整体，它们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协调的
有规律的功能活动。
故应从细胞分子、组织器官、系统以及整体三个水平来研究生理学。
另外，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一分子，其生命活动还受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故还应从生物一社会一
心理因素的水平来观察和理解人体的生命活动。
　　（三）实验性　　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它的所有理论知识都来源于医学实践和生理学实验
，现代生理学的发展更要依靠科学的实验研究。
故学习生理学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既要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更要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
和态度素质的教育。
　　生理学的动物实验一般分为急性动物实验和慢性动物实验。
急性动物实验又分为离体实验和在体实验两种方法。
离体实验是从活着的或刚处死的动物身上取出所需要的器官、组织或细胞，置于一个能保持其正常生
理功能的人工环境中，观察某些人为干预对其功能的影响。
如体液因素对离体蛙心搏动的影响。
在体实验是在动物麻醉条件下，手术暴露需要研究的部位，观察和记录在人为干预下对其某些功能活
动的影响，如动脉插管记录动物血压。
急性动物实验的优点是实验条件比较简单，易于控制，便于直接观察和细致的分析，但实验结果可能
与正常条件下完整机体的生理功能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慢性动物实验是以完整的清醒的动物为研究对象，且尽可能地保持外界环境接近自然，以便能在较长
的时间内观察和记录某些生理功能的改变，实验前一般要对动物做某些预先处理，待手术康复后再进
行观察，如研究唾液的分泌调节。
慢性动物实验适用于观察某一器官或组织在正常情况下的功能以及在整体中的作用地位，但慢性动物
实验的干扰因素较多，且实验条件较难控制。
　　第二节 人体功能与环境　　一、人体功能与环境的联系　　人虽然是最高等的动物，但其组成元
素相差无几，其中碳、氢、氧、氮（C、H、O、N）四种元素含量最多。
组成人体的元素都是以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两种形式存在，其中蛋白质和核酸是人体内最重要的
物质，它们是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
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是人类生活的外环
境。
人类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必然要与外界环境发生紧密的联系。
人在生活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地从外界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合成自身成分，贮存能量，即同化作用；
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破坏自身已衰老的结构，分解物质并把分解产物排出体外，释放能量，即异化作用
。
机体与环境间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来完成自我更新的过程，称为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是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人体与环境间最基本的联系。
如果新陈代谢一旦停止，那么生命也就终止了。
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还包括兴奋性、适应性、生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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