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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国内外优秀生理学实验教材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买验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
内容包括总论、生理仪器的原理及使用、细胞生理、神经肌肉、血液、循环、消化和吸收、呼吸、代
谢、尿生成及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内分泌与生殖等；附录列出了生理学实验中常用生理
溶液的配制、常用实验动物的麻醉剂量等内容，此外，还列举了实验中近150道常见问题以及参考答案
。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生命科学、动物科学、医学、药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学生使用，广大生理学爱好
者或准备生理学专业研究生考试者也可选本书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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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生理学实验的目的与要求生物科学是非常特殊和令人兴奋的，因为它是了解所有
生物奇妙工作的门。
生理学是生物科学的分支学科。
从发展上看，它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归功于17世纪的英国著名医生威廉·哈维（Willian
Harvey）。
哈维采用活体解剖法和动物实验法在多种动物体上进行研究，并对人体进行观察，才得出血液循环的
正确结论，并于1628年出版了《心血运动论》。
所以，生理学建立在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生理学实验对生理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科学研究中的一些经验对开始生理学的学习是有帮助的，但好奇是开始学习的最重要的前提。
获得科学知识就像了解一个人。
除非与他有深入的沟通，否则你永远不会了解这个人。
科学也是如此，如果你想很好地了解它，你必须亲密地接触它。
实验室是为与科学“亲密接触”而设立的。
它是科学家们用来验证他们想法的地方，它的主要用途是为科学现象的预言能被证明提供基础。
同样，它也是你与生理学“亲密接触”的场所。
一、生理学实验简介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是一门实验性的科学，它的理论和概
念与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大部分都是根据实验或观察获得的。
生理学实验课在生理学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通过生理学实验训练，学生可以掌握相应的技
巧；再次，通过整个过程，学生可以摸索出一些科研思维的相应规律。
生理学实验课程承起微观和宏观，紧密联系动物的组织结构和功能，是一门有助于培养学生动手操作
能力、自学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主干课程。
实验教学过程一般包含基础实验、综合实验、科研性实验等方面内容。
基础实验：强调基本知识掌握与基本技能的训练，从验证性实验开始，要求学生掌握生理学实验中最
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内容，掌握基本的实验操作，包括简单的手术方法、生理仪器的连接和参数调节
等。
综合实验：进行较复杂的、实验项目较多的、难度较大的实验，如家兔动脉血压的神经体液调节，既
有手术操作的难度，不仅要分离颈动脉并插管，还要分离颈部迷走神经、减压神经和交感神经，另外
，还需静脉注射相关药物，实验过程的处理也很复杂。
科研性实验：让学生利用所提供的仪器、动物和药品，自选题目，查阅文献资料，设计实验方案，系
统地完成科研性实验的选题、论证、操作、结果分析、讨论和总结，使学生对生理学的科研过程有一
个初步了解，在实验教学中培训学生的科研思维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开拓创新精神，培
养学生各方面能力与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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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命科学实验指南系列·生理学实验指南》适用于高等院校生命科学、动物科学、医学、药学等相
关专业本科学生使用，广大生理学爱好者或准备生理学专业研究生考试者也可选《生命科学实验指南
系列·生理学实验指南》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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