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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教材在第1版《生理学》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借鉴了美、英、加、澳等国最新生理学教材的内容和编排特色，力求有所创新。
本教材共分为十三章，按系统分述，力求图文并茂。
在内容上，《生理学（第2版）》加强了本学科与临床实践的联系，注重让学生了解从实验推导结论
的科学思维形成过程，适度地引入前沿知识，反映最新进展。
如补充了生理学发展的简史和展望、细胞的信号转导、膜的被动电学特征、高血压前期概念（JNC7）
及2007年欧洲血压新的分类标准（ESH／ESC）、心室肌细胞动作电位中内向整流钾通道、血管中膜和
外膜的分泌功能、血糖指数、肝脏生理、神经元的再生与增殖等新的内容。
《生理学（第2版）》注重结合生活实际，如补充了咳嗽与喷嚏反射、出汗和饮水后尿量的变化等现
象的生理机制。
《生理学（第2版）》还纠正了以往一些教材中的疏漏之处，如心肌细胞膜内外的离子浓度、心血管
中枢所在部位等。
每章正文后附有启迪思维的复习思考题和适合学生双语学习的英文小结，参考文献和导航网站有利于
学生的主动学习、研究性学习。
全书末设有汉英名词索引。
　　《生理学（第2版）》适用于医学临床、基础、检验、预防、护理、口腔、药学等专业的本科生
或长学制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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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生理学概述一、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二、生理学与医学的关系三、生理学研
究的三个水平第二节 生理学的常用研究方法第三节 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一、新陈代谢二、兴奋性三
、适应性四、生殖第四节 机体的内环境、稳态和生物节律一、内环境和稳态二、生物节律第五节 生
理功能的调节一、自身调节二、体液调节三、神经调节第六节 人体内自动控制系统一、反馈控制系统
二、前馈控制系统第七节 生理学发展的回顾和展望一、生理学发展的回顾二、生理学展望第二章 细
胞的基本功能第一节 细胞膜的结构和物质转运功能一、膜的化学组成和分子结构二、细胞膜的物质转
运功能第二节 细胞的信号转导一、信号转导概述二、膜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三、核受体介导的信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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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兴奋四、细胞膜的被动电学特性及对生物电信号的影响五、组织的兴奋和兴奋性第四节 肌细胞的收
缩功能一、骨骼肌的兴奋和收缩机制二、骨骼叫肌收缩的形式和影响骨骼肌收缩的因素三、平滑肌的
结构和生理特性第三章 血液第一节 血液概述一、血液的组成二、血液的功能三、血液的理化特性第
二节 血细胞一、造血过程二、红细胞三、白细胞四、血小板第三节 生理性止血一、血小板的止血功
能二、m液凝固与抗凝系统三、纤维蛋白溶解与抗纤溶第四节 血型一、血型与红细胞凝集二、红细胞
血型三、输血第四章 血液循环第一节 心脏的生物电活动一、心肌细胞的电活动二、心肌的电生理特
性三、心电图第二节 心脏的泵血功能一、心肌细胞的收缩舒张二、心脏的泵血机制三、心脏泵血功能
的评价四、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五、心音第三节 血管生理一、血管的分类及功能二、血流动力学，三
、动脉血压与动脉脉搏四、静脉血压、静脉回心血量五、微循环六、组织液七、淋巴液的生成和回流
第四节 心血管活动的调节一、神经调节二、体液调节三、组织血流量的自身调节四、动脉血压的长期
调节第五节 特殊器官循环一、冠脉循环二、肺循环三、脑循环第五章 呼吸第一节 呼吸道和肺的结构
与功能一、呼吸道二、肺泡第二节 肺通气原理一、肺通气的动力二、肺通气的阻力三、肺通气功能的
评价第三节 肺换气和组织换气一、气体交换的原理二、肺换气三、组织换气第四节 气体在血液中的
运输一、氧的运输二、二氧化碳的运输第五节 呼吸运动的调节一、呼吸中枢二、呼吸节律的起源与控
制三、呼吸的反射性调节四、特殊条件下的呼吸生理五、异常呼吸第六章 消化和吸收第一节 消化活
动概述一、胃肠道的神经支配二、消化管平滑肌的生理特性三、消化管的分泌功能四、消化管的内分
泌功能五、影响消化活动的因素第二节 口腔内消化一、咀嚼和吞咽二、唾液的分泌第三节 胃内消化
一、胃的运动二、胃腺的分泌第四节 小肠内消化一、小肠的运动二、小肠内消化液的分泌第五节 大
肠的功能一、大肠的运动与排便二、大肠液的分泌第六节 吸收一、吸收的部位二、小肠内主要物质的
吸收第七节 肝脏生理第七章 能量代谢第一节 机体能量的来源和去路一、能量的来源二、ATP在能量
代谢中的作用三、能量的转移、贮存和利用第二节 能量代谢的测定一、直接测热法二、间接测热法第
三节 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一、体表面积二、肌肉活动三、食物的特殊动力效应四、精神活动五、环境
温度六、其他因素第四节 基础代谢一、基础代谢及基础代谢率的测定二、测定BMR的临床意义第八章
体温第一节 正常体温一、体核温度和体表温度二、体温测定三、体温的正常变动四、皮肤温度第二节
体热平衡一、产热二、散热第三节 体温调节一、温度感受器二、体温调节中枢与调定点学说三、体温
调节反应四、体温调节异常⋯⋯第九章 尿液的生成与排泄第十章 感觉器官的功能第十一章 神经系统
第十二章 内分泌系统第十三章 生殖汉英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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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阴道润滑　　在性兴奋之后，性紧张持续稳定在较高水平，生理反应进一步持续和加剧。
呼吸加深、加快，阴道壁充血更加显著，由血管滤出一种稀薄的黏性液体，该液体可由阴道流至外阴
部，润滑阴道和外阴，有利于性交的进行。
另外，阴道的外1／3发生显著的血管充血，充血作用的结果可造成阴道口的缩窄或围绕阴茎的阴道外
部的一种所谓“紧握”效应。
3.阴蒂勃起与男性的阴茎相似.阴蒂的勃起组织也受副交感神经支配，副交感神经纤维末梢释放乙酰胆
碱、血管活性肠肽和NO。
性兴奋时，阴蒂充血、膨胀、勃起，敏感性增高，使女性获得性快感并达到性高潮。
　　4.性高潮　　性高潮是性反应历程中最关键最短暂的阶段。
身体紧张达到最高顶点，只持续几秒钟，在这几秒钟内会通过强烈的肌肉痉挛得到性释放，这种痉挛
带来波浪式的快适感。
性高潮的获得不仅产生快适感，而且有利于受精，因为这种肌肉节奏性的收缩促进了精子运行。
女性性高潮特征是快感由阴蒂开始，向整个下腹部放射，以子宫、高潮平台和肛门括约肌的同时节律
性收缩为特征，也即所谓“骨盆反应”。
但是，性高潮并非局限于所谓的“骨盆反应”，而是一个全身性反应，有时可伴随瞬时的眩晕，失去
对周围环境的知觉。
性高潮过后，身体和情绪均逐渐恢复平静。
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获得性高潮之后并不存在不应期，女性具有多次性高潮的潜在能力，即在稳定期
后，尚可以发生多次的性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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