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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秋玲主编的《生理学》共十一章，分别讲述循环、呼吸、消化、代谢、泌尿、神经、内分泌等系统
的生理学知识，每章设有学习目标、知识链接和目标检测，方便教学使用。
《生理学》适用于高职高专临床、药学、护理等专业使用，也可作为全国执业医师考试复习参考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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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等容收缩期：心房进人舒张期后不久，心室开始收缩，心室内压力开始升高
；当室内压超过房内压时，心室内血液出现由心室向心房反流的倾向，这种反流正好推动房室瓣关闭
，血液因而不会倒流。
此时，室内压尚低于主动脉压，主动脉瓣仍处于关闭状态，心室收缩导致室内压急剧升高，因此，从
心室开始收缩到主动脉瓣开启之前的这段时期，称为等容收缩期（isovolumic contraction phase），这
一时相持续0.05s左右。
此期室内压迅速升高，且升高速率很快。
 （2）快速射血期：当心室收缩使室内压迅速升高超过主动脉压时，主动脉瓣被冲开，血液迅速射入
主动脉，此期心室肌仍在强烈收缩，由心室射入主动脉的血液量很大（约占总射血量的2／3左右），
血流速度也很快，这段时期称快速射血期（rapid ejection phase），历时约0.10s。
这一时期心室内压和主动脉压都上升达峰值。
 （3）减慢射血期：快速射血期后，由于心室内血液减少以及心室肌收缩强度减弱，射血速度逐渐减
慢，这段时期称为减慢射血期（reduced ejection phase），历时约0.15s，这一时期内，心室内压和主动
脉压都由峰值逐渐下降。
 2.心室舒张期 分为等容舒张期和心室充盈期，后者又可分为快速充盈期、减慢充盈期和心房收缩期三
个时相。
 （1）等容舒张期：射血后，心室肌开始舒张，室内压下降，主动脉内的血液向心室方向反流，推动
半月瓣关闭。
这时室内压仍明显高于心房压，故房室瓣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心室又成为封闭腔。
从半月瓣关闭直到房室瓣开启这一段时间内，心室肌发生舒张而心室的容积并不改变，称为等容舒张
期（isovolumic relaxation phase）。
此期，室内压以极快的速度下降，但心室容积不变，持续约0.06～0.08s。
 （2）快速充盈期：当室内压下降到低于房内压时，血液冲开房室瓣快速进入心室，心室容积迅速增
大，称快速充盈期，持续0.11s左右，在这一期间进入心室的血液约为心室舒张期总充盈量的2／3。
 （3）减慢充盈期：快速充盈期后，血液以较慢的速度继续流人心室，心室容积进一步增大，称减慢
充盈期（reduced filling period），历时约0.22s。
 （4）心房收缩期：在心室舒张期的最后0.1s，下一个心动周期的心房开始收缩，可使心室的充盈量增
加10％～30％。
 如上所述，心室肌的收缩和舒张是造成室内压力变化并导致心房和心室之间以及心室和主动脉之间产
生压力梯度的根本原因；而压力梯度是推动血液在心房、心室以及主动脉之间流动的主要动力。
血液的单方向流动则是在瓣膜活动的配合下实现的。
还应注意，瓣膜的作用对于室内压力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没有瓣膜的配合，等容收缩期和等容舒张
期室内压的大幅度升降是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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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理学》在编写过程中注重高职高专医学类专业岗位的需要，注重学以致用，突出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内容上与国家执业护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内容相衔接，同时为后续课程的
学习架起桥梁，力求做到教师好教、学生好用。
本教材的编写以“必需、够用”为原则，采用创新性编写模式，在内容、体例、模块设置上突出“教
学做一体化”特色：每章设置【学习目标】、【目标检测】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主动性，便于
学生有目标地学习；从人才所需知识、能力、素质出发，还设置有【知识链接】以增强教材的知识性
和趣味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师的教学效果，同时启发学生思维，激励学生探索科学的
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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