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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生命活动规律的生物学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有生命的活体，一切生理学的
理论都来源于实验。
早在公元300—400年的我国古代医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成果《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有了经络、脏腑
、营卫气血等生理学理论的阐述。
近现代生理学与多学科间的广泛交叉渗透和应用新技术，在整体观点下运用实验的方法探讨机体各部
分的功能及其内在的联系。
从宏观开始逐渐深入到微观，应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从细胞和分子、器官和系统以及
整体三个水平上揭示生命活动的规律。
    人体生理学是研究正常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和人体各器官系统生理功能的科学。
作为体育教育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人体生理学在阐明有关人体正常功能的活动调控规律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和认识在急性运动或长期系统的体育锻炼下对人体机能影响的规律及机制，懂得体育教学
和运动训练过程中的生理学原理，掌握不同年龄、性别和训练水平的人群进行各种项目运动时的生理
特点，在实际应用中科学地指导体育锻炼和运动训练，以达到增进健康、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水平的
目的。
因此，体育教育专业开设的运动生理学课程，其内容包括正常人体生理及运动生理两方面内容。
    运动生理学是人体生理学的一门应用分支学科，它是从实用运动生理的角度研究人体在体育运动的
影响下机能活动变化规律的科学，是体育科学基础理论的应用学科。
它在实验的基础之上研究人体对急性运动的反应和长期运动训练的适应所引起的机体结构和机能变化
规律。
运动生理学研究人体在体育活动和运动训练影响下结构和机能的变化，研究人体在运动过程中机能变
化的规律以及形成和发展运动技能的生理学规律，探讨人体运动能力发展和完善的生理学机理，论证
各种科学的训练原理和训练方法等。
运动生理学通常与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化学、体育保健学、运动医学、运动营养学、遗传学等相互
配合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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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肌肉活动的能量供应第1节 肌肉活动的能量来源二、能量的间接来源——糖、脂肪、蛋白质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包括糖、脂肪、蛋白质、无机盐、维生素、水、膳食纤维等7大类，其中只有糖、
脂肪、蛋白质是能源物质。
这些物质经过消化吸收后，通过血液来运输到各组织细胞内参与其中间代谢过程。
在此简要介绍食物的消化与吸收及糖、脂肪、蛋白质的分解代谢供能及主要特征等。
（一）食物的消化与吸收1．消化（Digestion）（1）消化的概念：消化是指食物在消化道中被分解的
过程。
消化的方式有机械性消化和化学性消化两种，机械性消化是通过消化道肌肉收缩活动将食物磨碎并与
消化液充分混合，还将食物不断向消化道远端推送的过程。
而化学性消化则是通过消化腺分泌的消化液中的各种消化酶，将大分子物质（如糖、脂肪及蛋白质）
分解为小分子物质的过程。
机械性消化与化学性消化同步进行，相辅相成。
（2）消化过程：营养物质的消化分解过程是从口腔开始的，由于营养物质在消化管道各部位停留的
时间不同、消化道各部位产生的消化液成分与量的不同，以及消化道各部位机械运动程度的不同，致
使营养物质在消化道不同部位的消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①口腔内的消化。
食物在口腔内，经咀嚼肌运动被牙齿磨碎并与唾液充分混合形成食团，便于吞咽。
从吞咽到食团入胃约需6～8秒，一般不超过15秒。
因食物在口腔内停留时间短，唾液的化学性消化能力弱，所以仅有少量淀粉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
降解为麦芽糖。
口腔内的消化是以机械性消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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