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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能实验科学(供临床医学麻醉药学影像口腔护理检验专业用)》内容简介：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
代，医学科学是生命科学的重要领域。
医学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和医学科学实验，而机能实验则是医学实验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高
等教育的必修基础课程和技能训练课程。
传统的基础医学机能课三学科（生理学、药理学、病理生理学）的实验教学按阶段分科独立教学，实
验内容通常是验证本学科已知理论，学生按教师规定的内容和操作方法，亦步亦趋，这样的教学模式
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违背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医学
高级人才。

20世纪末，教育部启动了“面向21世纪高等医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各院校实施了机能实验教学改革，将生理、药理、病理生理三学科实验融合为“机能实验学”。
打破学科界限，开设了综合性实验和实验设计课，促进了学生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
但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方法仍规定得较死，学生仍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忽视如何引导学生观察实验
中蕴含的丰富知识信息和非预期现象。
这样的教学显然仍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培养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也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本教材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指导思想，遵循认知的基本规律，着眼于学生观察、思维、技能和探索创
新等综合素质培养，正确处理实验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实验科学特点与大学生认知特点、需要与可能
、教与学、掌握知识与发展能力、广而博与少而精、共同要求与因材施教的关系。
注意精选教学内容，建立合理的教材结构，在内容和要求上具有一定弹性，力求发挥实验教学在医学
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能实验科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机能学实验概论一、机能学实验教学的回顾与思考二、机能实验教学的性质、任
务、目的三、机能实验教学对学生的要求四、机能实验教学对教师的要求第二节 机能实验教学方法论
一、机能实验教学方法概论二、实验的观察与想象三、逻辑思维与实验科学第三节 实验结果的处理及
表示一、实验结果的处理二、实验结果的表示方法第四节 实验报告及医学科研论文的写作要求一、实
验报告的写作要求二、医学科研论文的写作格式和内容第二章 实验动物基本知识及常用生理溶液配制
第一节 实验动物的种类、品系、特点及编号一、实验动物的种类二、实验动物的品系三、常用实验动
物的特点四、实验动物的编号与标记第二节 实验动物给药剂量的计算一、药物浓度的表示方法二、溶
液浓度的计算三、溶液浓度的换算四、剂量的计算五、人和动物及各类动物间药物剂量的换算方法第
三节 常用实验动物一般生理参数第四节 机能学实验常用生理溶液及配制一、常用生理溶液成分与含
量二、溶液浓度与剂量的计算三、配制生理溶液的常用试剂及配制方法第三章 生物信号记录基本知识
及原理第一节 生物膜的电学特性一、生物膜的等效电路二、膜时间常数三、膜的离子电流和刺激电流
与膜电位四、刺激强度与膜电位第二节 生物电信号的特性第三节 生物电信号记录中的若干问题一、
生物电信号拾取二、生物电信号放大三、生物电信号记录四、诱发生物电现象产生五、干扰与抗干扰
第四节 生物信号放大器的性能指标及作用一、通频带二、高增益三、高输入阻抗四、高共模抑制比五
、信噪比六、零漂第五节 电刺激、电刺激器和刺激伪迹一、电刺激二、电刺激器三、刺激伪迹第六节
计算机生物信号记录分析系统的工作原理第七节 BL-410生物机能实验系统一、系统功能特点二、软件
介绍第四章 实验设计与机能学实验数据的收集、整理第一节 实验设计一、实验设计的基本程序二、
实验设计的三大要素三、实验设计的三大原则四、实验设计方法五、动物随机分组方法六、动物实验
前的准备第二节 实验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第三节 实验数据的度量一、定性度量⋯⋯第五章 机能实
验常用器材及仪器第六章 动物实验基本操作技术第七章 实验基本能力训练第八章 基础性实验第九章 
提高型实验第十章 探索性实验第十一章 病例讨论附：药物制剂与处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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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机能学实验概论一、机能学实验教学的回顾与思考 传统的高等医学教育基础实
验教学从属于各自学科理论教学内容，开设验证性实验。
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实验课同样如此，而且，实验中学生按照教师规定的操作要求进行实验
，得到预期结果，结果分析照搬书本知识。
整个实验过程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这种教学模式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
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分科开设实验课，教学内容多限于各自单一学科范围内。
当今生命科学和医学的研究要解决某一科学问题，必须依赖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
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是普遍现象，边缘学科的相继出现则是很好的证明，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
果。
实验课内容仅限于各自学科领域的知识印证，既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又缺乏多学科知识的融
会贯通，显然不符合从整体角度研究生命活动及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医学人才的要求。
当然，分学科开设实验也难以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
20世纪末，机能实验教学改革成为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
很多院校编写了机能实验教材，成立了机能综合实验室，用机能实验课替代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
药理学的分科实验课。
这已经成为当今医学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这一改革带来很多优点，特别是能够加强学生多学科知识
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
但是新的机能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方法仍作统一规定，学生依然处于完全被动地位，亦步亦趋地进行
实验，仍不太关注实验中蕴含的丰富知识信息和非预期的现象。
这样的教学模式不可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不可能激发学习兴趣。
王志均院士指出：“科学实验中最忌讳的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思创新。
”国际化现代教育理念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育者要转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思想，改革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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