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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人类文明做出了臣大贡献
。
随看时代的进步，现代医学科学得到迅猛地发展，面对2l世纪生命科学的兴起，中医药学面临严峻的
机遇与挑战，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已成为当代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我国近5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临床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对某些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疑难病的治疗，取得了优于单纯中医或西
医的效果，许多经验有待推厂。
中西医结合不断发展的关键在于后继有人，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又在教育。
随着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把中西医结合教育重点定位在高层次教育
上。
为了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为了弘扬中医药事业，发挥我国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并为中西医结合专业
教学提供系列教材，以培养高层次及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根据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
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编者应科学出版社之邀，组织一批具有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
和教学经验的专家、教授，编撰了这套“面向2l世纪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供五年、七年制学生及研究
生使用）”。
主要供中医药院校五年、七年制及中西医结合方向硕士学位的医学生使用，也适用于临床医师继续教
育。
本套系列教材包括《中西医结合生理学》、《中西医结合病理生理学》、《中西医结合诊断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口齿科学》、《中西医结
合护理学》、《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方法学》，共计12门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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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面向21世纪高等医学院校中西医结合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内容共分绪论、细胞的基本功能、血液、血液循环、呼吸、消化与吸收、能量代谢与体温、尿的
生成与排出、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内分泌、生殖、衰老、经络等14章。
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生理学基础理论，也辟出专门章节介绍中医基础理论及其现代研究进展，期望在
生理学的中西医结合方面架设一座桥梁。
本书附录还对生理学重要专业名词进行了中、英双语注释，在编写上力求特色鲜明、内容新颖和实用
性强。
    本书主要供高等中、西医院校五年、七年制学生及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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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水平衡调节水平衡包括水的摄人与排出，人体通过渴感引起摄水，而排水则主要取决于肾脏
的活动，损坏下丘脑可引起烦渴与多尿，说明下丘脑与水的摄人和排出均有关系。
在下丘脑的视上核和室旁核内存在渗透压感受器，当血浆晶体渗透压升高和细胞外液明显减少时，刺
激了下丘脑的渗透压感受器，血管升压素分泌增多而产生渴感，引起饮水行为。
由于血管升压素分泌增多，肾远曲小管和集合管对水的重吸收增强，从而使尿量的排出减少。
当血浆晶体渗透压降低时，血管升压素的分泌减少，尿量排出增多。
4.对腺垂体激素分泌的调节下丘脑有些神经元能合成调节腺垂体激素分泌的肽类化学物质。
这些肽类化学物质在合成后即经轴突运输并分泌到正中隆起，由此经垂体门脉系统到达腺垂体，促进
或抑制相应腺垂体激素的分泌。
此外，下丘脑还有些神经元对血中激素浓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如前区对卵巢激素、内侧区的某些神经
元对肾上腺皮质激素敏感，还有一些区域的某些神经元对各种垂体促激素很敏感。
这样，下丘脑的激素释放因子和释放抑制因子的分泌即可受到反馈性调节，从而更好地控制着腺垂体
的活动（详见第十一章第二节）。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西医结合生理学>>

编辑推荐

《中西医结合生理学》：供五年、七年制学生及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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