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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医学科学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呈现空前的机遇。
一言以概之，21世纪的医学将经历三个重要的战略转移：目标上移：从以疾病为主导走向以健康为主
导。
重心下移：从以医院为基地走向以社区及家庭为基地。
关口前移：从以疾病诊断与治疗为重点，前移到注重疾病的预防与健康促进。
毫无疑问，这三个重要的战略转移必将推动医学理念、医学模式、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医学科学和技
术的巨大变革。
“今天的医学生，就是明天的医生”，为适应这个重大的变革需求，医学教育改革已势在必行，迫在
眉睫。
当前中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还是沿袭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其主要的弊病可归纳为以下
三点：（1）培养目标仍然是根据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培养立足医院、以疾病诊治为主要任务的医生
；（2）课程体系仍然是先基础，后临床，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基本隔绝；仍然是以几十门学科“各
自为政”的课程体系；（3）教学方式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基础、教材为蓝本的传统方法，
学生缺乏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有鉴于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经过多年的试点探索，借鉴国内外医学教育改革的宝贵经验，结合中
国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实情，决定从2008年开始，试行全新的医学教育模式体系，以期探索一条
既符合国际潮流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教育改革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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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医药院校器官系统医学教材是为适应“人体器官系统为基础”的医学教育新模式体系而编写的一
套医学整合教材。
　　本书将与消化系统有关的基础知识进行有机整合，结合该器官系统常见疾病作临床导论介绍。
全书分为三篇：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导论、自我测评，书末还附有名词索引，以供对照参考。
本书不仅适用于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也可作为临床住院医生的读本。
多学科整合式的基础知识有助于对临床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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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肝脏对食物中主要成分的代谢起关键的作用。
肝脏对全身糖代谢的最突出的作用是为维持血糖浓度的恒定提供物质基础。
进食后，葡萄糖经肠道吸收，血液中糖的浓度升高。
门静脉血液进入肝脏后，葡萄糖被肝细胞摄取，并被合成糖原予以储存。
空腹时循环血糖浓度下降，肝糖原被分解为葡萄糖，使血糖浓度得以维持。
肝脏在脂类的消化、吸收分解和运输中起重要作用。
肝脏是合成三酰甘油、胆固醇和磷脂的主要器官，并能进一步合成高密度脂蛋白和极低密度脂蛋白。
肝脏将胆固醇转化为胆汁酸并生成和分泌胆汁。
胆汁酸具有促进脂类消化和吸收的作用。
肝脏中三酰甘油和脂肪酸的分解代谢旺盛，并且是酮体生成的主要器官。
肝脏可将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转化为脂肪，还参与类固醇激素的代谢和排泌。
肝脏是体内蛋白质代谢的主要场所。
肝脏不仅利用氨基酸合成肝细胞自身的结构蛋白，还合成大部分血浆蛋白质，包括白蛋白、纤维蛋白
原、凝血酶原和其他凝血因子。
肝内富含与氨基酸代谢有关的酶类，氨基酸的转氨基、脱氨基和脱羧基等反应均在肝内进行。
此外，肝脏是多种维生素吸收、储存和转化的场所。
肝脏还具有对激素的灭活的功能，许多激素在发挥作用后，在肝脏被分解和转化，从而降低或失去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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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消化系统》：高等医药院校器官系统医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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