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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生理学（第2版）（
案例版）》在构建生理学知识框架的基础上，首先介绍整体功能活动的神经和体液调节，其后叙述各
内脏系统的功能。
同目前国内的生理学教材比较，具有如下特点：①“案例”既使生理学知识得以适度地外延，又具有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
②整合性质的生理学知识的阐述，在增加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同时，可培养学生对复杂问题的思考和分
析能力。
③辩证生理学的学术思想以及在已知的基础上提出未知等，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亦有助于他们形
成正确的思想，培养其从哲学的高度去思考和探索自然科学中的问题的素质。
④对国内外科学家的业绩，尤其是对我国林可胜、蔡翘、冯德培和杨雄理等生理学家的爱国思想和精
神的介绍，可激发学生产生热爱祖国、崇尚科学、追求和坚持真理的思想和行动。
故《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生理学（第2版）（案
例版）》具有生理学知识载体和人文熏陶的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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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人类遗传和进化的过程中，机体的结构与功能一方面不断地分化与特殊化，另一
方面又不断地加强整体性。
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复杂多变的。
机体不同的组织和细胞、器官和系统在执行其功能的同时，彼此密切配合和协调，以整体功能活动的
形式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机体所具有的完善而精确的适应环境因素变化的能力称为适应性（adaptability）。
这种能力表现为机体对环境因素的变化所产生的系列适应性反应。
通过这些反应，避免了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对机体的伤害，进而保持其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
例如，在强光下，瞳孔缩小以减少人眼光线，使视网膜得到保护的同时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物像。
又如，外环境的温度变化时，机体通过体温调节机制，调节产热和散热过程以维持体温的稳定；通过
增减衣着和活动量，以及创造人工气候环境（如安装空调设备）等，亦有助于使体温保持相对的稳定
。
可见，人类不仅能依靠调节生理反应来被动适应环境的变化，还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以主动适应
其生存和生活的环境。
另外，机体长期生活在一特定的环境中，本身可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适合自身生存的方式，例如，
长期居住在高原的人血中的红细胞数明显多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这样就增加了血液运输O2的能力
，避免了高原缺氧给机体带来的损害；几代甚至是十几代都生活在高原环境的个体，在自然选择的压
力下，通过遗传和变异已产生了适应于高原和低氧的遗传基因，这些基因控制机体的功能活动，使之
与环境间的各种因素产生高度的适应，所以，也就不存在环境低氧等因素对其功能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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