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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产动物生理学》是水产养殖专业、渔业科学与技术、生物资源与环境等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
。
由于各个学校教学计划不同，有些学校以《动物生理学》（普通动物）为教材，有些学校以《鱼类生
理学》为教材，还有部分学校以《家畜生理学》为教材，目前我国没有全国统编的《水产动物生理学
》教材。
多年来，在水产动物中，以鱼类生理学研究最为成熟，国内先后出版了几部《鱼类生理学》教材和专
著，为水产动物生理学教学奠定了一定基础。
近年来，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的迅猛发展，对水产动物的研究日益增多，在生理学方面也取得了大量
宝贵的资料，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虾蟹类和海水鱼类等重要养殖动物研究方面
取得进展很大，为教材的编写创造了必要条件。
本教材试图将近20余年来有关水产动物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形成具有我国水产动物特色
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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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生理学概述　　一、生理学　　生物学（biology）是研究生命活动现
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生理学（physiology）是研究生物机体生命功能（机能，function）及其发生
机制或机理（mechanism）的一门科学。
生理学属于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可以分为植物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家畜生理学
、普通动物生理学及鱼类生理学等。
另外，近年来还出现了特殊条件下生理学，如高山生理学、潜水生理学、航空生理学、运动生理学等
。
其中动物生理学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器官和系统的机能，一般称之为器官生理学，但也在整体和环境水
平及细胞和分子水平上阐述其机能。
研究生理学需要注意三个原则，即结构与机能的统一、局部与整体的统一、机体与环境的统一。
　　二、生理学发展简史　　生理学是人类生活和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
最初生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与临床医学有着密切关系，人们在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积累知识、概括总结
、记于书籍；通过对人体和动物的实验分析，深入探索生理功能的内在机制和相互关系，逐渐形成了
系统的理论科学。
医学中关于疾病问题的理论研究是以人体生理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同时，通过医学实践又可以检
验生理学理论是否正确，并不断以新的内容丰富生理学理论和推动生理学研究。
因此，生理学主要是伴随医学发展起来的一门实验科学。
后来随着农学、渔业、畜牧、兽医等学科的快速发展，逐渐产生了植物生理学、家畜生理学、普通动
物生理学及鱼类生理学等生理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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