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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卫生部、教育部等五
部委《关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和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农村中医药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各省、自治区相继开展了乡村医生中医学专业的培训工作，以满
足广大的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对实用性技能型中医药人才的迫切需求。
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实用性技能型中医药人才，教材的选用是关键因素之一，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
乡村医生培训教材。
　　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与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的在职、在岗中
医药人员教育培训为重点，提高乡村医生中医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水平，突出实用性，
侧重中医药临床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实际工作能力，使乡村医生通过接受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掌
握基本知识，提高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为农村基层和城镇社区培养出综合素质较高、技能水平过硬
的实用性中医药人才。
　　教材编写的原则和基本要求：①教材科学定位：以培养高素质的乡村医生、提高乡村医生学历层
次和业务水平为出发点，降低理论深度上的要求，建立实用技能体系。
②突出中医药特色：教材在内容选取和编写上，要保持中医药特色，贯穿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思想，
理论知识要宽泛，实践技能要突出，实践课要占到50％的比例。
③教学体系合理：重视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统一，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充分体现乡村医生在
学习中的主体性，教材编写要有利于学生学习。
④实行主编负责制：由主编组建各教材编委会，并提出主导意见和编写大纲，经编委会充分讨论修改
、完善后执行。
由主编落实各参编人员的编写任务。
各参编人员根据讨论通过的编写原则、要求，负责分工编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参编部分的稿件。
最后由主编统稿、定稿，交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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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理学（供乡村医生培训用）》内容简明扼要，特别注重密切联系相邻课程和临床，阐明人体
生理功能和疾病发生的生理学基础，为乡村医生学习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
教材注重突出乡村医生工作的特点，达到学而知其用，为乡村医生从事农村卫生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
　　全书共分十三章，内容包括：细胞的基本功能，血液，血液循环，呼吸，消化与吸收，能量代谢
与体温，肾的排泄功能，感觉器官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内分泌，生殖，老年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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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概述一、生理学研究的对象与任务二、生理学与医学的关系三、生理学的研究与
学习方法第二节 生命的基本特征一、新陈代谢二、兴奋性三、生殖第三节 体液与内环境一、体液二
、内环境及其稳态第四节 人体功能活动的调节一、人体功能活动的调节方式二、人体功能活动调节的
自动控制第二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第一节 细胞膜的基本结构和物质转运功能一、细胞膜的基本结构二
、细胞膜的物质转运功能三、细胞膜的受体功能第二节 细胞的生物电现象一、静息电位二、动作电位
三、局部电位四、兴奋在同一细胞上的传导第三节 肌细胞的收缩功能一、神经一骨骼肌接头处的兴奋
传递二、骨骼肌的收缩形式三、影响骨骼肌收缩的主要因素第三章 血液第一节 血液的组成和理化特
性一、血液的基本组成二、血液的理化特性第二节 血细胞一、红细胞二、白细胞三、血小板第三节 
血液凝固和纤维蛋白溶解一、血液凝固二、纤维蛋白溶解第四节 血量和血型一、血量二、血型第四章
血液循环第一节 心脏生理一、心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二、心肌的生理特性三、心脏的泵血功能四、心
音和心电图第二节 血管生理一、动脉血压与动脉脉搏二、静脉血压和静脉血流三、微循环四、组织液
与淋巴液第三节 心血管活动的调节一、神经调节二、体液调节第四节 器官循环一、冠脉循环二、脑
循环第五章 呼吸第一节 肺通气一、肺通气的动力二、肺通气的阻力三、肺容量与肺通气量第二节 气
体的交换和运输一、气体交换二、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第三节 呼吸运动的调节一、呼吸中枢二、呼吸
的反射性调节第六章 消化与吸收第一节 概述一、消化与吸收的概念二、消化道平滑肌的生理特性第
二节 消化道内机械性消化一、咀嚼与吞咽二、胃的运动三、小肠的运动四、大肠的运动和排便第三节
消化道内化学性消化一、唾液及其作用二、胃液及其作用三、胰液及其作用四、胆汁及其作用五、小
肠液的作用六、大肠液的作用第四节 吸收一、吸收的部位及机制二、小肠内主要营养物质的吸收第五
节 消化器官活动的调节一、神经调节二、体液调节第六节 肝脏生理一、肝脏在物质代谢中的作用二
、肝脏在生物转化中的作用三、肝脏与胆色素代谢第七章 能量代谢与体温第一节 能量代谢一、能量
的来源和去路二、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三、基础代谢第二节 体温一、人体正常体温及生理变动二、人
体的产热与散热三、体温调节第八章 肾的排泄功能第一节 概述一、排泄的概念与途径二、肾的主要
功能三、肾的结构特点第二节 尿的生成过程一、肾小球的滤过功能二、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功能
三、肾小管和集合管的分泌与排泄功能第三节 尿液的浓缩与稀释一、肾髓质渗透压梯度的形成和保持
二、尿液浓缩和稀释过程第四节 肾泌尿功能的调节一、抗利尿激素二、醛固酮第五节 尿液及其排放
一、尿液二、尿的输送和贮存三、尿的排放第九章 感觉器官的功能第一节 概述一、感受器、感觉器
官的概念和分类二、感受器的一般生理特性第二节 眼的视觉功能一、眼折光系统的功能二、眼感光系
统的功能三、视敏度与视野四、双眼视觉第三节 耳的位听觉功能一、外耳和中耳的传音功能二、内耳
耳蜗的感音功能三、内耳前庭器官的位置觉功能第十章 神经系统的功能第一节 反射中枢活动的一般
规律一、反射中枢的概念二、突触与突触传递三、中枢神经元间的联系方式四、中枢兴奋传递的特征
五、中枢抑制第二节 神经系统的感觉功能一、脊髓和脑干的感觉传导功能二、丘脑及感觉投射系统三
、大脑皮层的感觉分析功能四、痛觉第三节 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节一、脊髓对躯体运动的调节二
、脑干对躯体运动的调节三、小脑对躯体运动的调节四、基底核对躯体运动的调节五、大脑皮层对躯
体运动的调节第四节 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的调节一、自主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特征二、自主神经的
递质及其受体三、内脏活动的中枢调节第五节 脑的高级功能一、条件反射二、人类大脑皮层活动的特
征三、大脑皮层的电活动四、觉醒与睡眠第十一章 内分泌第一节 概述一、内分泌系统的概念与组成
二、激素的概念与分类三、激素作用的一般特征四、激素的作用机制第二节 下丘脑与垂体一、下丘脑
与垂体的功能联系二、腺垂体三、神经垂体第三节 甲状腺一、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运输二、甲状腺激
素的生理作用三、甲状腺激素分泌的调节第四节 甲状旁腺和甲状腺c细胞一、甲状旁腺激素的生理作
用二、降钙素的生理作用三、维生素D3的生理作用第五节 肾上腺一、肾上腺皮质激素二、肾上腺髓质
激素第六节 胰岛一、胰岛素二、胰高血糖素第十二章 生殖第一节 男性生殖一、睾丸的功能二、睾丸
功能的调节第二节 女性生殖一、卵巢的功能二、卵巢功能的调节三、月经周期及其形成机制第三节 
妊娠一、受精与着床二、胎盘的内分泌功能三、分娩与哺乳第十三章 老年生理第一节 概述一、寿命
、衰老、老年的概念二、老化因素三、老化过程的生物学机制第二节 老年人的生理变化一、内脏器官
的变化二、生殖与感觉器官的变化三、调节系统的变化第三节 老年人的生物化学变化一、代谢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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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量代谢的改变三、酶的改变第四节 延缓衰老一、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二、适当的劳动和运动
三、合理的休息和睡眠四、科学的饮食调养五、积极防治疾病六、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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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生理学的研究与学习方法　　（一）生理学的研究方法　　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
一般来说，生理学实验是在人工创造的条件下，对生命活动的现象进行客观观察和分析，以获得人体
生理学知识的一种研究手段。
在进行人体生理学的实验时，往往需要对完整机体、器官、组织或细胞某一特定功能活动进行实验分
析。
生理学的某些研究可在不损害人体健康的前提下直接在人体上进行观察，但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利用活
体动物实验进行研究，以获得人体功能知识，探讨人体的某些生理功能。
动物实验可分为急性动物实验和慢性动物实验两大类。
　　1.急性动物实验可分为离体与在体实验两种方法。
离体实验是从活着的或刚处死的动物身上取出所需要的器官、组织或细胞，放置于适宜环境下观察其
功能状态；在体实验是在动物麻醉条件下，手术暴露出需要观察的组织器官，当即进行实验。
急性动物实验的优点是条件控制较好，便于进行直接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结论比较可靠；但与机体
正常、完整的功能状态有一定区别；尤其是离体实验的结果。
　　2.慢性动物实验是以完整、清醒的动物为研究对象，且尽可能地在接近正常状态下进行实验，以
便能在较长时间内观察和记录某些生理功能的改变。
慢性实验的结论更接近正常整体状态，但实验周期长，干扰因素难于全部消除，实验条件不易控制。
　　（二）生理学的学习方法　　要学好生理学，除了遵循一般的学习规律之外，还必须根据生理学
的学科特点，在学习过程中特别要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相互联系：　　1.结构与功能联系生物进化理
论认为，机体的结构与功能是相适应的，各器官、组织和细胞的结构是一切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而
功能活动则是这些结构的运动形式。
临床经验表明，一旦结构变化，功能随之变化；而功能长期改变，也可逐渐演变成结构的改变。
因此学习各器官、系统功能时，及时复习有关形态结构对理解和掌握相应功能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2.局部与整体联系重视和强调机体的整体性、统一性是学习医学的主要特点。
构成机体整体的各器官、各系统虽然各具独特的结构与功能，但这些局部的结构和功能并非孤立的，
而是机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教材的编写和本课程教学按器官系统分章进行只是为了便于学习和理解。
因此我们在学习各器官、各系统的功能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各部分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
体观念，决不可片面孤立地理解各器官、各系统的功能活动。
　　3.机体与环境联系机体生活于环境之中，并通过与环境不断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生存
。
这样，环境的变化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机体的功能。
中医学早有“天人相应”的思想，认为机体的功能活动与天时、地理、气候条件等变化是相适应的。
特殊环境下机体的功能活动必然表现为特殊的变化，我们在学习和理解生命活动时，一定要注意环境
条件对人体功能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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