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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医药院校药学专业教材：人体解剖生理学（第2版）》由中国药科大学生理教研室根据教
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编写而成。
全书分为绪论、细胞与基本组织、正常人体解剖结构、人体的基本生理功能、血液、循环系统生理、
呼吸系统生理、消化系统生理、体温、泌尿系统生理、神经系统生理、特殊感觉器官生理、内分泌生
理及生殖系统生理，及一些重要的人体解剖生理学实验等内容。
书中配有大量图表，每章开篇之前都编有要点，章末附有复习思考题，便于学生自学。
　　《高等医药院校药学专业教材：人体解剖生理学（第2版）》是用于药学专业大专生、药学相关
专业本科生使用，也可作为药学专业本科生课外自学辅导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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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组织缺O2是促进红细胞生成的有效刺激。
实验表明，缺O2能促进肾脏产生一种红细胞生成酶，此酶作用于血浆中促红细胞生成素原，使它转化
为促红细胞生成素。
这种激素由血液运送至骨髓，作用于发育中红细胞膜上的受体，促使这些细胞加速增殖分化并发育为
成熟的红细胞，此外，肝细胞和巨噬细胞也可产生促红细胞生成素。
 雄性激素不但能直接刺激骨髓造血组织，加速红细胞生成，而且还能作用于肾庄，使红细胞生成酶的
活性提高，从而使血液中红细胞数量增多。
此外，甲状腺激素和生长素也有类似的作用，雌激素则起抑制作用。
这可能是成年男性红细胞的数量多于女性的原因。
 3.红细胞的破坏一般红细胞因衰老而被破坏，也可因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病理原因而被破坏。
红细胞衰老时，细胞膜的可塑性减小而脆性增加，可因血流撞击血管壁或因穿过毛细血管被压挤变形
而破裂；麻醉剂和毒素也可使红细胞膜的脂质溶解，细胞破裂；在免疫过程中，抗体和补体吸附到细
胞膜上可使红细胞致敏并产生凝集现象，最终导致细胞破裂。
 （五）红细胞异常增多与贫血 1.红细胞增多症红细胞数高达6×1012／L以上时，称之为红细胞增多症
。
例如由于空气中氧含量减少或由于机体运输氧的功能发生障碍，造成组织缺氧，使造血器官活动加强
，生成更多的红细胞。
红细胞数量增多可使血液黏滞度增加，使微血管易于阻塞，循环阻力加大，心脏负担加重。
 2.贫血外周血液中血红蛋白量或红细胞计数低于正常值，均称为贫血。
它的发生可以由于：①生成原料缺乏：最常见的缺乏Fe2+时，为缺铁性贫血；其次是缺乏VitB12、叶
酸等促使红细胞分化和成熟的物质，为恶性贫血；②造血器官功能障碍：某些化学毒物或X、γ射线
的辐射作用破坏了造血器官的功能，为再生障碍性贫血；③红细胞破坏增加：某些病原虫或药物等因
素也可使红细胞破坏增加而造成贫血。
 二、白细胞 （一）白细胞的形态、计数和分类 白细胞无色呈球形，有细胞核，体积比红细胞大。
根据形态、功能和来源的不同，可归为三类：①粒细胞：此类白细胞的细胞质内含有特殊着色颗粒，
颗粒的着色性质不同又可分为：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其在结缔组织和黏膜上
皮内时，称肥大细胞）；②单核细胞；③淋巴细胞。
正常人白细胞计数（4～10）×109／L，平均为7×109／L。
白细胞中各类细胞所占的百分率称为白细胞分类计数：中性粒细胞占50％～70％，淋巴细胞占20％
～30％，单核细胞占2％～8％，嗜酸性粒细胞占0～7％（有明显晨低午夜高的昼夜周期性波动现象）
，嗜碱性粒细胞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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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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