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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把生理学知识和相关研究进展以及有关人文知识等进行整合，
形成一种独特的知识构架。
全书由生理学的发展、生命的基本特征、内稳态机制、细胞的功能、机体各系统的功能活动及其协调
机制和机体的保护机制6章共55节组成，每节以整合的形式阐述一个相对复杂的生理学问题，既有一定
的广度又有相应的深度；同时还注重把生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某些临床改变或研究进展相结合；在以生
理学知识为核心的前提下，提出新的假说或尚未阐明的问题，尤其是对部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的思想和精神的介绍，具有启迪读者思想的作用。
本书以一种新颖的构思对生理学知识进行重组，内容全面而充实，图形的整合性强且主要为作者设计
。
本书主要用于医学院校的研究生和各专业本科生学习生理学知识和进行复杂问题的思维训练，对从事
基础和临床教学的教师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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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机制　第九节　体内能量物质的运动及调节　　第十节　尿生成和排出的过程及其调节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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