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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医学是专门研究生命与疾病的本质及治疗原理的一组学科群。
它是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理论基础。
基础医学的出现是医学从经验的科学进入实验的科学的重要标志。
正是由于基础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医学才逐渐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进入了知其所以然而
后使其然的阶段。
没有基础医学的长足发展，就不可能有临床医学的日新月异，关于基础医学对医学发展的贡献，我们
可以从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的名单中得到深刻的启示：从1901年开始颁发医学和生理学诺贝尔奖以来
，获奖者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对基础医学有贡献的学者。
《基础医学概论》是供医、药院校的医学相关专业学生，包括医药营销、医药信息、医药管理、医药
人力资源等专业学生的重要必修课程之一。
涵盖了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医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微生物学、人体寄
生虫学、医学免疫学、机体病理学、药理学等十门学科。
各学科虽然都有其具体的研究任务，但它们都是以研究人体为中心，只是研究方法和手段、观察认识
的侧重点不同，同时，由于生命现象的复杂性，需要从不同层面提出问题，进行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医学各学科发展很快，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
现在要将这诸多学科的内容综合到《基础医学概论》一门课程之内，无论在结构确定、内容取舍等方
面都有许多困难。
为了使这门课程既能够适应医学院校现有的教学组织形式，同时又有较宽的适用性，我们在编写过程
中，依据医学相关专业知识结构的要求，从基础医学各学科的教学实际出发，尽量考虑教学的可操作
性和学生学习的规律性，力求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先进性，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入、循序渐进
，重点放在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上，同时兼顾基础医学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的介绍，各
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使全书形成一个结合紧密的有机体。
同时，为了顺应教学改革潮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医学人才，我
们在每章节中均增加了案例内容。
由于水平有限，此版教材肯定还会存在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读者和同道、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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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涵盖了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医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微生物学
：人体寄生虫学、医学免疫学、机体病理学、药物学基础等十门学科。
《基础医学概论》适于医学院校现有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内容上既突出各学科的系统性：纲目清楚、
层次分明、通俗易懂、基本理论和新进展兼顾；同时兼顾基础医学领域新知识、新技术的介绍，各学
科之间的关联性，使全书形成一个结合紧密的有机体。
并且，为了顺应教学改革潮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医学人才，我
们在每章节中增加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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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慢反应细胞4期缓慢除极的发生机制与快反应细胞不同：在浦肯野细胞的4期缓慢去极化主要
是以Na+为主的跨膜内流所致。
窦房结细胞（慢反应）4期的去极也是随时间而增加的正离子跨膜内流所致，目前所知，慢反应细胞4
期缓慢去极主要由K+外流的进行性衰减和以Na+为主的正相离子缓慢内流所致。
4期电位不稳定是慢反应细胞自律性的根本原因。
（二）心肌的基本生理特性心肌组织具有兴奋性、自律性、传导性和收缩性四大生理特性。
兴奋性、自律性和传导性是以肌膜的生物电活动为基础的，故又称为电生理特性。
1.兴奋性（1）兴奋性：心肌具有接受刺激产生兴奋的能力或特性称为兴奋性（excitability）。
所有心肌细胞都具有兴奋性。
心肌兴奋性的高低以刺激的阈值来衡量，阈值与兴奋性成反比，阈值大表示兴奋性低，阈值小则兴奋
性高。
（2）兴奋性的主要影响因素1）静息电位水平：静息电位（或最大舒张电位）的绝对值增大，离阈电
位差距增大，则引起去极化达到阈电位所需的刺激强度增大，即刺激阈值增大，表现为兴奋性降低。
静息电位绝对值减小，离阈电位差距减小，刺激阈值减小，表现为兴奋性升高。
2）阈电位水平：阈电位水平也影响它与静息电位（或最大舒张电位）的差距。
与静息电位水平的改变对兴奋性的影响相反，阈电位水平上移，则和静息电位之间的差距增大，引起
兴奋所需的刺激阈值增大，兴奋性降低；反之，则兴奋性增大。
3）Na+通道的性状：对于快反应细胞，一次兴奋中兴奋发生一系列变化的原因与膜电位改变所引
起Na+通道的状态有关。
Na+通道并不是始终处于激活状态，它可以表现为激活（activation，或叫开放）、失活（inactivate）、
备用（resting）及复活（reactivate）四种机能状态，而.Na+通道处于其中哪一种状态，则取决于当时的
膜电位以及有关时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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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医学概论》供医药院校医学相关专业（包括医药营销、医药信息、医药管理、医药人力资源等
）学生使用，同时，也是相关领域教师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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