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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用生理学(第3版)》已经进行过多次修订。
这次是在前几次修订的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修订，增加了部分插图，原有插图大部分作了进一步处
理，使教材内容更加丰富。
本版教材的特点是：内容丰富（为了减少篇幅，部分内容用小字排版）、新颖，编写时参考了国外近
年出版的近二十种英文原版生理学教材，对一些生理正常值也是反复比较多种版本教材后确定的；说
理简明，解释清楚，内容深入浅出，文句通顺易懂；插图多，不少插图是作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
结出来的，插图形象、示意性好；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结合临床较多；举例和比喻多，科学性与趣味
性相结合；内容既从专科生的实用出发，也考虑到他们“考研”、“专升本”及参加工作后再提高的
需要。
　　本教材主要供三年制医学高等专科（包括成人教育）各专业使用，也可供四、五年制本科非临床
医学专业（如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和护理专业等）使用，如果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取舍，也适于高职各
专业使用，还可作为临床医生业务提高、“考研”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复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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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体功能活动的调节第二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　第一节 细胞膜的基本结构和物质转运功能　
　一、细胞膜的基本结构_　　二、细胞膜的物质转运功能　第二节 细胞的生物电活动　　一、刺激
、反应及兴奋性　　二、细胞的生物电活动及其产生机制　第三节 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功能　　一、
化学性传递机制　　二、相邻细胞之间的电联系　第四节 肌细胞的收缩功能　　一、神经一骨骼肌接
头的兴奋传递　　二、骨骼肌的微细结构　　三、骨骼肌的收缩原理　　四、肌肉收缩的外部表现和
力学分析　　五、骨骼肌纤维的类型　　六、平滑肌的收缩机制第三章 血液　第一节 概述　　一、
血液的组成　　二、血液的主要功能　第二节 血浆沁　　一、血浆的化学成分　　二、血浆的理化特
性　第三节 血细胞　　一、红细胞　　二、白细胞　　三、血小板　第四节 血液凝固与纤维蛋白溶
解　　一、血液凝固　　二、纤维蛋白溶解　第五节 血量、输血与血型　　一、血量　　二、失血与
输血　　三、血型第四章 血液循环　第一节 心脏的功能　　一、心动周期和心率　　二、心脏泵血
过程及其机制　　三、心音　　四、心脏泵血功能的评价　　五、影响心脏泵血功能的因素　　六、
心脏泵血功能的贮备　第二节 心肌的生物电活动和生理特性　　一、心肌细胞的生物电活动　　二、
心肌的生理特性　　三、体表心电图　第三节 血管生理　　一、各类血管的功能特点　　二、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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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三、自身调节　　四、动脉血压的短期调节和长期调节　第五节 器官循环　　一、冠状动脉循
环　　二、肺循环　　三、脑循环第五章 呼吸　第一节 肺通气　　一、肺通气的结构基础　　二、
肺通气的原理　　三、肺容量与肺通气量　第二节 呼吸气体的交换　　一、气体交换的动力　　二、
气体交换的过程　　三、影响肺部气体交换的因素　第三节 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　　一、OZ的运输
　　二、CO2的运输　第四节 呼吸运动的调节　　一、呼吸中枢和呼吸节律的形成　　二、呼吸的神
经反射性调节　　三、化学因素对呼吸的调节　　四、运动时呼吸的变化和调节第六章 消化与吸收第
七章 能量代谢与体温第八章 肾的排泄功能第九章 感觉器官第十章 神经系统第十一章 内分泌第十二章 
生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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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生理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
人体生理学是研究人体各种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
医用生理学即着重研究与医学有关的各种生命活动的规律和机制。
生命活动即生命现象，如呼吸、心跳、血液循环、胃肠运动与分泌、泌尿、出汗、生殖、行为表现和
思维活动等。
生理学要研究的就是这些生命活动产生的原理和条件、正常活动规律和体内外环境变化对它们的影响
，以及在整体生命活动中的意义。
由于在整体中每种生命活动都起一定的作用，即实现一定的生理功能，所以生理学也可以说是研究机
体，由于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是有机地结合和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称之为
有机体，简称机体）各个部分及整个机体功能的科学。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生理学有许多分支，如细菌生理学、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人体生理学等
。
由于人体生理学主要研究正常人体的各种生命活动，即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也称为正常人体生理学
（通常简称为生理学）。
而研究人体各种异常即患病机体的生命活动的科学称为病理生理学。
由于人体的功能十分复杂，而人体的结构又可以分为许多层次（细胞-组织-器官-系统-整体），因此
，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时可以从不同的结构水平出发。
目前生理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水平，即器官、系统水平，细胞、分子水平和整体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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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用生理学(第3版)》：高等医学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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