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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实验教学历来是医学教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几年来，机能学实验教学改革成为医学教育改
革的热点问题。
全国不少高等医学院校以基础医学中的机能实验教学为突破口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组建了医学机
能学实验教研室或医学机能实验室。
在探讨加强相关学科之间相互联系，培养学生科研思维能力以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方面做了积极的
尝试，这符合当今培养高级医学人才的要求。
医学机能学实验教材不同于一般实验课教材，它既要有利于加强实验基本原理和操作的训练，又要有
利于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应打破学科和课程间的壁垒，精选实验内容，删减重复性内容，减少验证性实验，保留部分“三理”
学科的经典实验，增加多学科综合性实验比例，同时开设典型病例讨论、实验设计课，以加强对学生
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本教材内容涉及机能学实验基本知识与常用仪器介绍、机能学基础实验、综合性机能实验、病理讨论
、常见动物疾病模型、实验设计、实验数据的分析与统计。
在保留了一些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三门学科部分经典传统实验基础上，进一步将三学科实验
方法相似、理论知识相关联的实验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正常动物整体实验、建立实验动物疾病模型
以及用药物进行实验性治疗等方法，观察和探讨疾病的发生以及药物对机体各系统功能的影响。
机能学实验设计则由教师介绍实验设计的目的、意义、及如何选题、设计的步骤等方面知识，然后在
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查文献、选课题，写出实验设计方案，先进行预实验，再做正式实验，最后
写出论文并汇报。
全书突出了知识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收集相关资料，力求本教材完善并更趋成熟，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一定还
存在需要改进之处，恳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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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关于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要求，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
等机能学科的实验教学内容，经过精选、融合和重组，改革和补充了部分实验内容，强调基础理论，
重视实践。
内容安排由浅人深，共分八章，分别是机能学实验课程基本知识、常用仪器的认识和使用、机能学基
础实验、机能学综合性实验、病例讨论、常用实验动物疾病模型、实验设计、实验数据的分析与统计
。
本教材可供医学、预防医学、药学、中药学、护理学等本科专业的医学机能学实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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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机能学实验是一门将生理学实验、病理生理学实验、药理学实验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实验
性学科。
它保持了原有的机能学实验特征，是专门研究正常生物机能活动、疾病发生机制和药物作用规律的综
合性实验课程。
该学科是以实验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实验动物的基本生理生化反应，研究疾病发生的病理
生理学机制，分析其干扰因素的影响或药物作用与效应，学习和验证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机能学实验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一、机能学实验课程的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通过实验教
学训练学生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其动手能力，并使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将其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融会贯通，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和严谨的科学作风及严密的科学逻辑思维方法。
通过机能实验操作过程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启发学生在机能学科实验研究中
的创新思维，为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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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机能学实验(第2版)》是全国医药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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