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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能实验学》自2001年首次出版，已经历了近10个年头实践磨炼，经过再版和多次重印，发行量已
接近4万册。
期间本教材被评为江苏省“精品教材”，并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与本教材
对应的课程也于2005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本教材建设团队十分感谢全国的使用者和同行专家的支持与帮助。
实验教学改革是医学教育改革中最活跃的部分，全国各地的专家同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尝试，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本教材和课程的建设团队在总结实验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验教学的“四性”、“五结合
”原则。
强调实验教学中应突出自主性、开放性、实践性和创新性，注重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基础与临
床、虚拟与实训、经典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本教材力图将这些新的教学理念融入其中。
本次修订继承了第2版教材中综合实验和单科融合实验的内容，同时增加了动物福利、MD2000U、基
于PowerLab的人体机能实验以及虚拟实验的相关内容，大大扩充了创新实验的内容，修订了机能实验
学的常用词汇。
本次再版，全国十余所医药院校的50余位专家参与其中，凝聚了各学科专家的经验与智慧、心血和汗
水。
在此，对参与本书编写与校审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科学出版社也以其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科学严谨的工作为本书的再版做出了特殊贡献。
在此也代表全体作者向本书的编审和出版人员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的水平与能力所限，在协调各单位和学科的习惯过程中仍留下一些不足，甚至尚有不妥之处
，恳请读者和同行指正，以便修订时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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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能实验学包括经典实验、综合实验、自设计实验、虚拟实验、人体机能实验等内容。
综合实验打破既往各相关学科独立分散教学的模式，将生理、病理生理、药理等实验教学资源重新优
化组合，培养同学们系统、全面的知识结构体系；自设计实验使学生初步掌握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程
序和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对培养开拓型人才有重要意
义。
虚拟实验使学生可以运用各种虚拟实验器械和设备，对"实验动物或标本"进行虚拟操作，完成各种预
定的实验项目，学生在预习、复习或拓展训练时采用虚拟实验比实时实验有更大的优越性。
人体机能实验反映了国内外现代机能实验的教学趋势，学生通过人体机能学实验，可记录运动等生理
情况下人体一些生理参数的变化，如血压、心率、肺功能、动脉血氧、心电、肌电、脑电、反射时等
，并进行联网讨论、分析。
　加深了学生对整体人体机能的理解，促进了与后续临床课程的接轨。
　增加自学内容，提供最新参考书目和网上资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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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第1节 机能实验学的目的和要求第2节 实验报告的写作第3节 实验室守则第2章 实验动物第1
节 实验动物的作用与意义第2节 实验动物的福利和伦理第3节 常用医学实验动物的种类、特点及选择
第4节 实验动物的编号及性别鉴别第5节 实验动物的捉持和固定方法第6节 实验动物的麻醉方法第3章 
动物实验基本操作第1节 常用手术器械第2节 急性动物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第3节 实验标本的采集方法
第4章 实验仪器第1节 机能学实验常用装置第2节 记录生物信号的传统仪器第3节 传统电生理仪器第4节 
计算机在机能学实验中的应用第5节 MD2000微机化实验教学系统第6节 PowerLab生物信号记录系统第5
章 实验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第1节 机能实验学常用观察指标第2节 实验数据的分类与度量第3节 实验数据
的评价第4节 实验数据的分析统计第6章 动物的正常机能第1节 蛙类实验实验6.1 骨骼肌的单收缩和复合
收缩实验6.2 负荷对骨骼肌收缩的影响实验6.3 强度一时问曲线的测定实验6.4 骨骼肌兴奋-收缩耦联现
象的观察实验6.5 蛙心起搏点实验6.6 期前收缩和代偿间歇实验6.7 蛙心灌流实验6.8 前后负荷对心输出
量的影响实验6.9 刺激蟾蜍迷走交感神经干对心脏活动的影响实验6.10 蛙心肌细胞的动作电位(宏电极)
实验6.11 蛙肠系膜微循环的观察实验6.12 循环模型实验6.13 反射弧分析第2节 兔及鼠类实验实验6.14 中
心静脉压的测定实验6.15 心血管活动的神经体液调节 实验6.16 胸膜腔负压的观察实验6.17 呼吸运动的
调节 实验6.18 离体肺顺应性的测定实验6.19 消化道平滑肌的生理特性实验6.20 胰液和胆汁分泌的调节 
实验6.21 影响尿生成的因素实验6.22 家兔大脑皮层运动区机能定位实验6.23 去大脑僵直实验6.24 毁损小
脑动物的观察实验6.25 内耳迷路功能的观察实验6.26 下丘脑的摄食中枢第3节 电生理实验实验6.27 神经
干动作电位的引导、兴奋传导速度及不应期的测定实验6.28 降压神经放电实验6.29 膈神经放电实验6.30
膈肌放电实验6.31 人体心电图的描记实验6.32 大脑皮层诱发电位实验6.33 肌电图的描记实验6.34 人体脑
电图的描记实验6.35 微音器电位和听神经复合动作电位的观察第4节 人体机能实验实验6.36 红细胞计数
实验6.37 血红蛋白含量的测定实验6.38 红细胞渗透脆性的测定实验6.39 红细胞沉降率的测定实验6.40 出
血时间及凝血时间的测定实验6.41 影响血液凝固的因素实验6.42 ABO血型的鉴定实验6.43 人体动脉血
压的测定实验6.44 人体心音听诊实验6.45 肺通气功能的测定实验6.46 视野测定 实验6.47 视敏度的测定
实验6.48 盲点的测定实验6.49 视觉调节 反射和瞳孔对光反射实验6.50 人体听力检查和声音的传导途径
实验6.51 运动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第7章 药物的作用规律_第1节 药物作用的一般规律实验7.1 不同剂型
对药物作用的影响实验7.2 不同剂量对药物作用的影响实验7.3 不同给药途径对药物作用的影响实验7.4 
不同溶媒对药物作用的影响实验7.5 溶液pH对药物吸收速率的影响实验7.6 磺胺嘧啶钠的血药浓度测定
及药动学参数的计算实验7.7 氨茶碱的血药浓度测定及药动学研究实验7.8 药动学的计算机模拟及其参
数计算实验7.9 体外孵育的小鼠肝脏切片对戊巴比妥钠的代谢作用实验7.10 肝药酶诱导荆和抑制剂对戊
巴比妥钠作用的影响实验7.11 药物的安全性评价(半数致死量(1D50)和半数有效量(ED50))的测定实
验7.12 苯海拉明对组胺的竞争性拮抗作用及pA：值的测定第2节 药物对各系统的作用实验7.13 烟碱的
毒性作用实验7.14 有机磷酸酯类中毒及解救实验7.15 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家兔血压及肠平滑肌的作用
实验7.16 拟胆碱药和抗胆碱药物对离体豚鼠回肠的作用实验7.17 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家兔瞳孔的作用
实验7.18 巴比妥类药物抗惊厥作用实验7.19 氯丙嗪对小鼠激怒反应的影响实验7.20 氯丙嗪对体温调节 
的影响实验7.21 镇痛药物实验实验7.22 抗高血压药物对动物血压的影响实验7.23 强心苷对在位兔心的
作用实验7.24 洋地黄中毒时的心电图变化实验7.25 强心苷和高钾对兔心的毒性作用及利多卡因的抗心
律失常作用实验7.26 维拉帕米对大鼠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实验7.27 药物的抗心律失常作用实验7.28 呋塞
米对家兔的利尿作用实验7.29 药物对豚鼠离体气管条的作用实验7.30 药物对小鼠胃肠道蠕动的影响实
验7.31 糖皮质激素对炎症的影响实验7.32 胰岛素的降血糖作用第3节 病例讨论第8章 疾病的模型及机制
第1节 疾病模型实验8.1 酸碱平衡紊乱实验8.2 水肿实验8.3 缺氧实验8.4 失血性休克实验8.5 急性右心衰
竭实验8.6 呼吸功能不全实验8.7 氨在肝性脑病发生中的作用实验8.8 摘除小鼠肾上腺及应激试验-第2节 
病案分析第9章 综合实验实验9.1 缺氧与影响缺氧耐受性的因素实验9.2 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实验9.3 缺
血预适应对心肌缺血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实验9.4 呼吸运动的影响因素与急性呼吸功能不全实验9.5 促
肾上腺皮质释放激素对大鼠胃运动的影响实验9.6 尿生成的调节 及药物对尿生成的影响第10章 创新性
实验第1节 创新性实验的选题、设计与实施第2节 创新性实验的分析与总结第3节 创新性实验举例第4
节 实验设计的一般原则附：虚拟实验介绍附录附录I 机能实验学常用数据和资料附录Ⅱ 常用机能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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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用词汇(英中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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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机能实验学是一门研究生物正常机能、疾病发生机制和药物作用规律的实验性学科。
机能实验学课程是近年来随着基础医学教学改革，尤其是实验教学改革的深入逐步建立起来的，它继
承并发展了生理学、药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实验课程的核心内容，并且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更加重视新技术的应用，更加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新课程体系的建立是与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相配套进行的。
近年来，全国许多医药院校都已组建了机能学综合实验室，并在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学内容，改革
管理体制，创建新型教学模式等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
随着实验教学仪器的更新和综合实验室的组建，机能实验学自身也逐渐发展成熟，在课程体系、教学
内容、教学手段和培养目标等方面已具备一定的特色。
目前，机能实验学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医学课程。
机能实验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对学生进行系统、规范的实验技能训练的同时，更加注重创
新能力的培养。
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大胆实践操作和积极思考的机会，以使其掌握基础医学实验基
本规律，为发挥创造性思维提供了一个思考和实践的空间。
学习机能实验学，掌握医学实验的基本规律，训练医学实验的基本机能，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
一个医学生十分重要。
这些知识、机能和基本素质将成为学习后续课程，进行临床医学实践和医学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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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能实验学(第3版)》：供临床、预防、基础、口腔、麻醉、影像、药学、检验、护理、法医等专业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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