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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是在第六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内容包括：细胞的基本功能，血液循环，能量代谢与体温，尿的生产和排出，感觉器官的功能，神经
系统的功能等。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基础、临床、预防、口腔医学类专业使用。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五年制教材《生理学》（第6版）自2003年出版以来，至今已使用四年时间。
2006年5月，全国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组织新一轮（第七轮）
教材的修订工作。
第七轮教材的主编会议于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
在主编会议上，除了明确教材的修订任务和目标以外，还确定了编写人员名单。
参加本次教材修订的编者较前版有所增加，且有将近一半的编者是新参加的。
这些编者来自全国12个省市，都是长期在教学第一线工作并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
之后，我们于9月在上海举行了编写会议。
在编写会议上，与会编者对新版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并经过充分讨论，取得了共识。
前版主编姚泰教授也参加了会议，对新版教材的修订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在《生理学》（第6版）出版以后，我们一直在注意收集各地院校的老师和学生对第6版教材在
使用过程中的意见。
2006年11月，正值中国生理学会在北京召开学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交流会，我们利用这个大
好时机，直接聆听了广大生理学教学工作者对第6版教材的意见和对新一版教材修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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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大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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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血流调节　    四、动脉血压的长期调节　　⋯⋯第五章  呼吸第六章  消化和吸收第七章  能量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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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生理学的任务和研究方法一、生理学及其任务生理学（physio1ogy）是生物科
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生物体及其各组成部分正常功能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生物体（organism）也称有机体，简称机体，是自然界中有生命的物体的总称，包括一切动物、植物
和微生物。
人和许多高等动物的机体结构复杂，由不同的系统、器官、组织和细胞所组成，各系统和器官具有不
同的功能，如呼吸、消化、排泄、血液循环、肌肉收缩等，并在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下相互协调
，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维持整个机体的生命活动。
生理学的任务是阐明机体及其各组成部分所表现的各种正常的生命现象、活动规律及其产生机制，以
及机体内、外环境变化对这些功能性活动的影响和机体所进行的相应调节，并揭示各种生理功能在整
体生命活动中的意义。
二、生理学和医学的关系生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人们在寻求对疾病医治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对疾病产生机制和人体正常功能
的许多知识进行探索。
生理学的知识是随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医学实践、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
的。
无论是在我国还是西方国家，一些经典的医学著作中都有对人体器官生理功能的描述。
例如，我国古医书《黄帝内经》中就有对经络、脏腑、七情六淫、营卫气血等生理学理论的记载；古
希腊医师和医学理论家Ga1en曾对多种动物（包括猴）进行活体解剖，并用解剖学的知识来推断人体
生理功能。
长期以来，医学中关于疾病的理论研究都以人体生理学为基础，反过来，临床实践也能检验生理学理
论是否正确，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生理学理论。
在现代医学课程体系中，人体生理学（human physio1ogy）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医学理论课程。
它以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为基础，同时又是药理学、病理学等后续课程和床各课程的基础，起着承前
启后的作用。
对医护人员来说，不具备人体生理学的基本知识，就不能正确认识疾病；不仅如此，在他们认识和处
理临床实践中所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中，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也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重要的
研究手段。
三、生理学的研究方法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它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
但早期的一些人体生理知识多来源于对尸体解剖和动物活体解剖而对人体器官功能所作的推测。
而生理学真正成为一门实验性科学是从17世纪开始的。
1628年，英国医生Harvey所著的《心与血的运动》一书出版，是历史上第一部基于实验证据的生理学
著作。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理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