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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安徽省护理专业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之一，全书理论知识共分13章，后附实验指导。
本书是以整体水平的生理学基础理论知识为起始，以细胞水平的生理学主要理论知识为铺垫，逐一选
择性介绍器官、系统水平的生理学理论知识，并通过实验以验证、探求部分生理学理论知识，学习有
关动物实验和人体功能的测试技能，力求构成较为完整的生理学学习框架，促使学习者能够较好地掌
握和运用生理学理论知识，为后续医学课程和临床医护工作奠定基础。
本书内容丰富，深度适中。

　　本书作为五年制护理专业高职规划教材，可供护理、助产、医学检验技术、医学生物技术、口腔
医学技术、医学影像技术、眼视光技术、医疗美容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医学营养等高职高专医学专
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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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内环境与稳态　　（一）内环境　　内环境是指体内各种细胞赖以生存的环境。
人体内绝大部分细胞并不与外环境直接接触，而是生存在细胞外液之中。
细胞外液是体液的一部分，体液是人体内液体的总称，约占体重的60％，其中约2／3存在于细胞内，
称为细胞内液；其余约1／3存在于细胞外，称为细胞外液，包括血浆、淋巴液、组织液、脑脊液、各
种浆膜腔液（如胸膜腔液、腹膜腔液、关节腔液）等。
由于细胞外液是体内绝大部分细胞直接生存的液体环境，所以将细胞外液称为人体的内环境。
　　内环境能为人体细胞的活动提供适宜的理化条件，细胞代谢所需要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直接从内环
境中获取；细胞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代谢产物也直接排到内环境中去，然后通过血液的运输，由排
泄器官排至体外。
因此，内环境对维持人体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内环境稳态　　正常情况下，内环境的化学成分和理化性质，如温度、渗透压、酸碱度、
各种离子浓度等，只在一个非常窄小的范围内波动，这种内环境的化学成分和理化性质保持相对稳定
的状态称为内环境稳态。
它为细胞的正常功能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理化环境，保证其新陈代谢和生命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
　　内环境稳态是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
一方面外界环境的变化和细胞的代谢活动不断使内环境稳态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人体又通过各种调控
机制不断恢复至内环境稳态。
因此，内环境稳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
如果内环境稳态遭到严重破坏，超过人体的调控能力，新陈代谢不能正常进行，将会影响人体的正常
生理功能活动，可以导致疾病，甚至危及生命。
　　目前，稳态的概念已运用到机体的各个水平，即凡能保持协调、有序和相对稳定的各种生理过程
均属稳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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