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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88年3月东北地区的医学院校协作编写出版了《人体解剖学教材》以来，至今已连续修订九版，先
后有17所院校使用了本教材。
各版教材均按医学教育改革的要求，在广泛听取各院校师生的具体意见和及时总结教材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教材的质量，内容日臻完善，适合了各院校的实际需要，反映了解剖学科的新进展和中国
人形态结构的特征。
教材的文字记载简练易读，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
套色的插图清晰美观，便于学生参阅。
教材受到各院校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2007年经卫生部教材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本教材被选人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
2008年7月在延吉市召开了主编和副主编工作会议，决定第十版教材要进一步提高编写、插图和印刷质
量，使其能符合“十一五”规划教材的要求。
参加第十版教材编写的院校和人员有：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王云祥、张雅芳、郑金华、马晶、刘慧冬、
李晓冬、李益民、杨树才、贾立敏、刘宝全、肖建兵；吉林大学的高振平、李幼琼、石岫昆、孟祥辉
、夏长丽、王晓慧、刘海岩、李波；大连医科大学的张书琴、刘绍壮、应福其、隋鸿锦、徐飞、王滨
、马坚妹、权赫梅、范凯、于胜波、付元山、张志宏、李岩；辽宁医学院的魏占东、才玉光、李德华
；北华大学医学院的何欣、姜兴杰、温玉新、安思训、沈维高、王鹏；牡丹江医学院的冯克剑、刘跃
光、滕诚毅、马彦文、王羽、杨春壮；延边大学医学院的金东洙、金昱、全贵红、李良昌；佳木斯大
学医学院的扈清云、王培军、欧叶涛；齐齐哈尔医学院的李静平、高音；大连大学医学院的陶然、曲
鹏；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杨茂友、王野成。
原主编王云祥教授和吕衡发教授在第六版至第九版教材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特表示衷心感谢。
本教材中欠妥之处仍在所难免，恳请同道和医学生提出修改意见，以使其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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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体解剖学（第10版）》自1988年3月东北地区的医学院校协作编写出版了《人体解剖学教材》
以来，至今已连续修订九版，先后有17所院校使用了本教材。
各版教材均按医学教育改革的要求，在广泛听取各院校师生的具体意见和及时总结教材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教材的质量，内容日臻完善，适合了各院校的实际需要，反映了解剖学科的新进展和中国
人形态结构的特征。
教材的文字记载简练易读，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
套色的插图清晰美观，便于学生参阅。
教材受到各院校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2007年经卫生部教材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本教材被选人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
2008年7月在延吉市召开了主编和副主编工作会议，决定第十版教材要进一步提高编写、插图和印刷质
量，使其能符合“十一五”规划教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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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及在医学中的地位和分科二、学习人体解剖学必须具备的观点三、人体结
构概述四、人体解剖学发展简史五、解剖学姿势、方位术语及轴和面第一篇 运动系统第一章 骨学第
一节 总论一、骨的形态和分类二、骨的构造三、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四、骨的血管、淋巴管和神
经五、骨的生长和发育第二节 躯干骨一、椎骨(一)椎骨的一般形态(二)各部椎骨的主要特征二、肋三
、胸骨第三节 附肢(四肢)骨骼一、上肢骨(一)上肢带骨(二)自由上肢骨二、下肢骨(一)下肢带骨(二)自
由下肢骨第四节 颅骨一、脑颅骨二、面颅骨三、颅的整体观(一)顶面观(二)后面观(三)内面观(四)颅底
外面观(五)侧面观(六)前面观四、新生儿颅的特征第二章 关节学第一节 总论一、直接连结(一)纤维连
结(二)软骨连结(三)骨性结合二、间接连结(一)关节的基本结构(二)关节的辅助结构(三)关节的运动第
二节 躯干骨的连结一、椎骨间的连结(一)惟体间的连结(二)椎弓间的连结(三)腰骶连结(四)寰椎与枕骨
及枢椎的连结二、脊柱的整体观及其运动(一)脊柱的整体观(二)脊柱的运动三、胸廓的连结(一)肋椎关
节(二)胸肋关节四、胸廓的整体观及其运动第三节 附肢骨的连结一、上肢骨的连结(一)上肢带(骨)连
结(二)自由上肢(骨)连结二、下肢骨的连结(一)下肢带(骨)连结(二)自由下肢(骨)连结第四节 颅骨的连
结一、颅骨的纤维连结和软骨结合二、颅骨的关节(颞下颌关节)第三章 肌学第一节 总论一、肌的形态
和结构二、肌的起止、配布和作用三、肌的命名四、肌的辅助装置(一)筋膜(二)滑膜囊(三)腱鞘(四)籽
骨第二节 躯干肌一、背肌二、胸肌(一)胸上肢肌(二)胸固有肌三、膈四、腹肌(一)前外侧群(二)后群(
三)腹部的筋膜(四)腹股沟管第三节 头颈肌一、头肌(一)面肌(二)咀嚼肌二、颈肌(一)颈肌浅群(二)舌骨
上、下肌群(三)颈肌深群第四节 上肢肌一、上肢带肌二、臂肌(一)前群(二)后群三、前臂肌(一)前群(
二)后群四、手肌(一)外侧群(二)内侧群(三)中间群五、上肢的局部记载(一)腋腔(二)肘窝(三)三边孔和
四边孔(四)腕管(五)手部的腱鞘第五节 下肢肌一、髋肌(一)前群(二)后群二、大腿肌(一)前群(二)内侧
群(三)后群三、小腿肌(一)前群(二)外侧群(三)后群四、足肌五、下肢的局部记载(一)梨状肌上、下孔(
二)股三角(三)收肌管(四)胭窝第二篇 内脏学第一章 总论一、内脏的一般构造二、胸、腹部的标志线和
腹部自分区(一)胸部的标志线(二)腹部的标志线和分区第二章 消化系统第一节 消化管一、口腔(一)口
唇(二)颊(三)腭(四)牙(五)舌(六)唾液腺二、咽(一)咽的位置和形态(二)咽的分部(三)咽壁的构造三、食
管(一)食管的形态和位置(二)食管壁的构造四、胃(一)胃的形态和分部(二)胃的位置(三)胃壁的构造五
、小肠(一)十二指肠(二)空肠和回肠六、大肠(一)盲肠(二)阑尾(三)结肠(四)直肠(五)肛管第二节 消化
腺一、肝(一)肝的形态(二)肝的位置(三)肝的分段(四)肝外胆道系统二、胰第三章 呼吸系统第一节 鼻一
、外鼻二、鼻腔(一一)鼻前庭(二)固有鼻腔三、鼻旁窦第二节 喉一、喉的软骨二、喉的连结三、喉肌
四、喉腔第三节 气管和主支气管一、气管二、主支气管第四节 肺一、肺的位置和形态二、肺内支气
管和支气管肺段第五节 胸膜一、胸腔、胸膜腔与胸膜的概念二、壁胸膜的分部三、胸膜的体表投影四
、肺的体表投影第六节 纵隔第四章 泌尿系统(泌尿器)第一节 肾一、肾的形态二、肾的位置三、肾的构
造四、肾的被膜五、肾的血管、肾段及肾的异常和畸形第二节 输尿管第三节 膀胱一、膀胱的形态二
、膀胱的位置三、膀胱内面的结构四、膀胱壁的构造第四节 尿道第五章 生殖系统(生殖器)第一节 男性
生殖器一、男性内生殖器(一)睾丸(二)附睾(三)输精管、射精管和精索(四)精囊(五)前列腺(六)尿道球
腺二、男性外生殖器(一)阴囊(二)阴茎(三)男性尿道第二节 女性生殖器一、女性内生殖器(一)卵巢(二)
输卵管(三)子宫(四)阴道二、女性外生殖器(一)阴阜(二)大阴唇(三)小阴唇(四)阴道前庭(五)阴蒂(六)处
女膜(七)前庭球(八)前庭大腺附：乳房第三节 会阴一、盆膈二、肛区(肛门三角)三、尿生殖区(尿生殖
三角)(一)尿生殖区的筋膜(二)尿生殖区的肌肉(三)会阴浅、深间隙内的其他结构第六章 腹膜一、腹膜
与所覆被器官的关系二、腹膜形成的各种结构(一)网膜(二)系膜(三)韧带三、腹膜的隐窝、皱襞和陷
凹(一)网膜囊(二)腹膜隐窝(三)腹前外侧壁内面的腹膜皱襞和隐窝(四)腹膜陷凹第三篇 内分泌系统一、
甲状腺二、甲状旁腺三、胸腺四、肾上腺五、垂体六、松果体七、胰岛八、生殖腺第四篇 脉管系统第
一章 心血管系统第一节 总论一、心血管系统的组成二、血液循环的途径(一)体循环(二)肺循环三、血
管吻合第二节 心⋯⋯第五篇 感觉器第六篇 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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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学习人体解剖学必须具备的观点学习人体解剖学必须运用形态与功能统一的观点、局部与
整体统一的观点、进化发展的观点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人体的形态结构，并且
要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综合，以期达到整体地、全面地掌握和认识人体
各部的形态结构特征。
（一）形态与功能相结合的观点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有固有的功能活动特点，如眼司视，耳司听等。
形态结构是一个器官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反之，功能的变化又能影响该器官形态结构的发展。
因此，形态与功能是相互依存又互相影响的。
一个器官的成型，除在胚胎发生过程中有其内在的因素外，还受出生后周围环境和功能条件的影响。
认识和理解形态与功能相互制约的规律，人们可以在生理限度范围内，有意识地改变功能条件或增强
功能活动（例如，加强锻炼，可使肌肉发达等），以促进组织和器官的发展，达到增强体质促进健康
的目的。
（二）局部与整体统一的观点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虽然人体由许多各自执行不同功能的器官系统所构成，并可分为若干个局部，但是任何器官系统都是
有机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可能离开整体而独立生存。
因此，在学习任何器官系统的时候，都应该经常运用归纳综合的方法，注意局部与整体的联系，注意
各器官系统或局部在整体中的地位，注意它们与其他部位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即注意从整体的角度来
理解局部，借以更好地认识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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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体解剖学(第十版)》：供医学、儿科、口腔、卫生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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