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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由人民军医出版社组织，多所高等医学院校专业教师编写，供高中起点三年制、初中起点五
年制高职专科医学各专业使用的全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教材，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的精神，坚持把培养应用型医学人才作为教材编写的主要目标，编写内容与用人单位实际需要
接轨，与国家资格认证接轨，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顺应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力争推陈出新，
打造精品教材。
  本教材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本技能与应用相结合，在内容上本着实用为先、够用为本的原则
，删繁就简，注重实用性、系统性、科学性。
与同类教材相比有以下特点：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分述，可供不同专业教学灵活应用；每章增设
重点内容提示和思考题，以便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虑到专科生专升本考试的
需要，书中的专业名词都增加了英文单词；为提高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扩大知识领域，在正文中增加
了与主要内容密切相关的知识链接。
本教材安排了120学时的内容，其中系统解剖学94学时，局部解剖学26学时。
内容编排上以系统解剖学为主，名词术语均与系统解剖学统一。
人民军医出版社对本教材的编写非常重视，编写人员由参与编写的各院校推荐具有多年教学经验和写
作能力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担任。
插图由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王文勇等老师编绘、修改。
路兰红、唐亮老师承担了本书的大量文秘工作。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本专业相关教材，在此向相关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参编院校及对本
书给予大力支持的有关领导和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对书中存在的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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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体解剖学》供高中起点三年制、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专科医学各专业使用的全国职业教育教
学改革实验教材，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卫生
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坚持把培养应用型医学人才作为
教材编写的主要目标，编写内容与用人单位实际需要接轨，与国家资格认证接轨，面向市场，面向社
会，顺应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力争推陈出新，打造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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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进化发展的观点人类是亿万年进化发展而来，属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
，故人体的形态结构仍保留着与动物类似的基本特征。
如脊柱位于躯干的背侧，两侧肢体对称，体腔分为胸腔和腹腔，全身披有毛发，用乳汁哺育下一代等
。
但人毕竟不同于动物，由于劳动的出现，人的大脑高度发育，成为思维器官，出现语言功能，人的四
肢分工明确等。
即使是现代人，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官一直处于新陈代谢、分化、发育的动
态之中。
例如血细胞的不断更新，以及器官和组织的形态和功能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等。
此外，自然因素、社会环境和劳动条件等，也影响着人体形态的发展和变化。
不同人体器官的位置、形态结构基本相同，但也会出现异常、变异。
所以，人体结构在种族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体之间都有一定的差异。
（二）形态和功能相互联系的观点人体每个器官都有其特定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形态结构决定器官功
能，如血细胞含有血红蛋白，故可运输氧和二氧化碳。
功能的改变又可影响器官的形态结构，如加强体育锻炼，可使肌肉发达，骨骼粗壮；长期卧床，可导
致肌肉萎缩，骨骼细小。
人类的上、下肢虽为同源器官，但由于直立和劳动，使得上、下肢有了明显分工，上肢以技巧性劳动
为主，关节灵活；下肢以负重为主，骨骼、肌肉强壮，关节以稳定为主。
（三）局部和整体统一的观点人体是由多个器官、系统组成的有机体。
人体各部之间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影响，在神经体液的调节下，彼此协调，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我们学习时从单一器官、系统人手，但必须注意器官系统与整体的关系，注意器官系统在整体中的地
位和作用。
例如，脊柱的整体功能体现在各个椎骨和椎间盘的形态上，如某个椎间盘的损伤则可影响脊椎的运动
甚至脊柱的整体形态。
（四）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人体解剖学是一门形态学科，名词及形态描述较多。
因此，学习人体解剖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3个结合：①图、文结合，学习时做到文字和图
形并重，两者结合，建立感性认识，帮助理解和记忆；②理论学习与观察标本相结合，通过对解剖标
本的观察、辨认，建立理性认识，形成记忆，这是学习人体解剖学最重要的方法；③理论知识与临床
应用相结合，基础是为临床服务的，在学习过程中适度联系临床应用，增强对某些结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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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体解剖学》：供临床医学、全科医学、社区医学及其他医学相关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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