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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传统生理学教材的基础上，本书内容在知识面上做了一定拓展，增加了细胞的生长凋亡、防御系统
、生长发育与衰老等章以及相关人文知识的新内容，而精简了关于神经系统生理、感觉器官生理和部
分细胞分子水平机理等内容；体例上以单元为纲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编排；精选插图、表格和链接，选
用双色印刷等，意在适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基础、培养目标和学习能力，在努力保证科学性、思想性的
前提下增加可读性、趣味性和启发性。
本书实验训练指导编入常用、比较易做的12个实验，满足教学需要又减少另配实验教材的支出。
每章后附“要点提示”和“目标检测”，指导帮助学生自练自查，保证学习效果。
    本书主要是面向高职高专护理、助产专业而编写，也可供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卫生检验
与检疫技术以及针灸推拿、中医骨伤、中医学等专业选用。
总体上看，本书是一本倾注了编者和出版社较多心血、有一定个性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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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绪论——走进生理学之门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nization，WHO）提出的四维健康
观念，现代医学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应地护理事业的服务对象从患者拓展到老年人和健
康人，服务场所也从医院拓展到非医疗机构、社区和家庭。
这就要求护士生对生命科学有更为广泛的学习。
生理学正是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一、什么是生理学生理学（physiology，20世纪初该词传入中国时曾被译为“体功学”和“身理”等）
是阐述健康人体和高等动物正常生命活动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
生理学指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枟生理学名词枠，1989）。
由于一般情况下不能对人体进行实验研究，大量的人体生理学知识先是从与人体相近的高等动物机能
研究中获得。
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对低等动物的研究曾经使生理学得到重大发展。
生命是有结构层次的，相应地生理学也包含了不同水平的内容。
（一）生命的结构层次生命的存在显示出从原子、分子、细胞器、细胞到组织、器官、系统和个体，
再到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的层次结构（绪图-1）。
生物体在元素组成上与非生命体是一致的，但由这些元素构成的糖类、蛋白质、脂肪、核酸等生物大
分子则是生物体所特有的。
由生物大分子构成一定形态和功能的亚细胞结构——细胞器（organelle），进一步形成生命的基本单
位——细胞（cell）。
生物细胞有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之分，并由此产生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
真核细胞绪图-1　生命的结构层次2　生　理　学向更高、更复杂的层次发展，相同细胞聚集成群加上
细胞间质形成高等生物的组织（tissue）。
由几种不同的组织构成具有一定形态和功能的结构称器官（organ），承担共同任务的器官组成系统
（system），不同结构和功能的各系统组成生物个体（organism）。
个体总是以一定的方式组成群体或种群。
种群中各个体通过有性生殖而交换基因，产生新个体。
在同一环境中生活着不同的生物种群，共同组成一个生物群落。
生物群落和它所在的无机环境就是一个生态系统。
生物圈则是包括地球上所有生物群落在内的最大的生态系统。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重点阐述正常人体结构，是生理学的主要先修课程；病理学、药理学以及心理
学是生理学直接的后续课程。
生理学是侧重研究机能（功能，function）的科学，内主要属于器官、系统水平（如心脏的泵血过程、
消化系统从外界获得营养物质和能量），在部分章节涉及细胞、分子水平（如跨膜物质转运、肌细胞
收缩）和整体水平（如体温调节）。
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内容可称为普通生理学或细胞生理学。
（二）生命的基本生理特征生命区别于非生命的特征有很多，包括化学成分的同一性、严整有序的结
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繁殖与遗传、兴奋性与应激性、适应以及进化、衰老、死亡等。
生理学强调新陈代谢、兴奋性、适应性和生殖为生命的基本特征。
1.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metabolism）是指机体主动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及机体内部物质和
能量的转变转移过程。
从物质运动方向看，新陈代谢过程包括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两个基本方面。
把从外界环境摄入体内的营养物质合成自身的物质或暂时贮存起来，称为同化作用（主要是合成代谢
）；而将组成自身的物质或贮存于体内的物质分解，并把分解后的终产物排出体外，称为异化作用（
主要是分解代谢）。
在进行同化作用时要吸收能量，在进行异化作用时则释放能量。
后者所释放的能量，除一部分用于同化作用外，其余的供应机体各种生命活动的需要及产生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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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陈代谢又可从运动形式上分为物质代谢与能量代谢两个方面，二者密切联系，物质的变化必
定伴有能量的转移。
机体内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过程主要在生物化学课程中学习，本书第12章也将阐述能量代谢的基本知
识。
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基本特征，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也就停止。
其他各种生命特征和机能都是建立在新陈代谢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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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课程改革规划教材:生理学(案例版)》案例教学，突出技能：教材延续我社独
创案例版TW编写模式，寓实践于课堂理论教学之中，全面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弥补传统教学之缺憾
，致力于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
紧扣大纲，直通执考：紧扣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全面覆盖知识点与考点。
相关教材正文中凡是涉及执考考点的段落，均做了考点提示。
“目标检测”采用历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真题及高仿真模拟试题，搭建执业证书绿色通道。
链接互动，彩色印刷：涉及形态学的科目及《基础护理技术》等科目采用全彩色印刷，另有部分科目
采用双色印刷，版面新颖、活泼，图文并茂，重点突出，适应学生阅读习惯。
增设“链接”，提升学习兴趣，开阔学生视野。
配套课件，教学相长：全部教材配套PPT教学课件，全面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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