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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适应全国高职高专护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由全国医药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建设委员会组
织，我们编写了《人体功能学》教材，主要供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护理及相关医学专业使用。
　　本版教材内容主要包括人体功能学教材内容，后附实验指导。
各院校可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本门课程的要求选用。
　　根据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教材编写中，强调教材内容必须符合高职高专护理及相关医
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本着“重能力，强实训”的基本思路；把握“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
的要点；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实用性的要求。
本版教材力求克服内容偏多的弊端，突出“简明扼要”的特色，删繁就简、重点突出；特别注重密切
联系相邻课程和联系临床，阐明人体生理功能和疾病发生的功能学基础；注重突出护理及相关医学专
业的特点，使学生能学而知其用，为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
　　本版教材中的专业名词、数据和单位名称，是按国家规定标准或参考高等医药院校的有关教材编
写的。
教材中的插图大多引用高等医药院校及医学院校的有关教材。
　　本版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山东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山东菏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云南曲靖医学专科学校、山东曲阜中医学校的大力支持
以及全国许多兄弟院校同道们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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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全国医药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之一。
依照教育部〔006〕16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特点，根据《人体功能学》教学大纲的基
本要求和课程特点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十三章，主要包括人体功能学教材基本内容及实验指导。
本版教材力求突出“简明扼要”的特色，删繁就简、重点突出，特别注意密切联系相关课程和临床，
阐述人体生理功能和疾病发生的功能学基础。
    本书适合医药高职教育及专科、函授及自学考试等相同层次不同办学形式教学使用，也可以作为医
药行业培训和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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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散热的方式　　（1）辐射散热　　辐射散热是指机体以热射线（红外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
外界较冷物体的一种散热方式。
辐射散热量与皮肤和周围环境之间的温度差以及机体有效辐射面积有关。
皮肤与外环境温差越大，有效辐射面积越大，辐射散热量越多。
皮肤温度与外环境温度相等时，辐射散热停止。
外界温度高于皮肤温度时，外界物体发散的热射线反而被皮肤吸收。
在一般温和气候条件下，安静时的辐射散热所占的百分比较大，可达总散热量的60％左右。
　　（2）传导散热　　传导散热是机体将热量直接传给同他接触的较冷物体的一种散热方式。
其散热量的多少除了与物体接触面积、温差大小有关外，还和物体的导热性能有关。
皮肤与物体的接触面积大、温差大、物体的导热性能好，传导散热量越多，反之则相反。
水和金属导热性能好，故体热传导迅速，散发快；棉毛织物、木质物、塑料泡沫、脂肪等导热性能差
，传导散热量少。
所以，肥胖者夏天怕热。
水和冰是热的良导体，因此临床上根据传导散热的原理，常用冰袋，冰帽给高热和中暑病人降温；对
危重病人、小儿、老年人及末梢循环不良者用热水袋保暖。
（3）对流散热　　对流散热是传导散热的一种特殊形式。
指通过气体流动来交换热量的一种散热方式。
当人体周围空气温度低于体表温度时，体热传给皮肤周围的空气，通过空气的不断流动，将体热带走
，从而达到散热的目的。
对流散热量的多少，受风速的影响很大，在体表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的温差不变的情况下，风速越大
，散热越多，风速减小，散热减慢。
另一方面，当衣着尤其是棉毛织物覆盖皮肤表面时，可与体表形成不流动的空气层，阻碍空气对流，
减少传导散热而达到御寒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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