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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五年制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
本书在尽量保持生理学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的基础上，以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为重点，力求体现
“工学结合”、“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要求和“适用、实用、够用”的教学理念。
本书主要介绍了细胞的基本功能、血液、血液循环、呼吸、消化与吸收、能量代谢与体温、肾脏的排
泄功能、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内分泌、生殖、衰老与长寿等内容。
本书主要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等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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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衰老与长寿
　第一节　衰老的概念及规律
　第二节　健康
　第三节　寿命的概念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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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胃期：胃液分泌的胃期是指食物人胃后，继续刺激胃液分泌，又一次出现胃
液分泌的高峰。
胃期胃液分泌主要的神经机制：①食物扩张了胃底、胃体的感受器，通过迷走一迷走长反射和壁内神
经丛局部反射，直接或间接通过胃泌素引起胃腺分泌；②扩张刺激胃窦，通过壁内神经丛作用于G细
胞释放胃泌素；③食物的化学成分（如蛋白质消化产物）直接刺激G细胞，引起胃泌素的释放。
 胃期胃液分泌量约占进食后胃液总分泌量的60％，胃期胃液酸度高，但胃期胃液中胃蛋白酶原的含量
比头期的要少。
 （3）肠期：胃液分泌的肠期是指食糜进入十二指肠后，继续引起胃液分泌轻度增加。
在切除外来神经后，食物对小肠的刺激仍可引起胃液分泌。
这说明在肠期胃液分泌调节中，神经反射的作用不大，肠期胃液分泌主要是由于食糜刺激十二指肠黏
膜引起胃泌素等激素释放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食糜入肠可使小肠黏膜释放一种“肠泌酸素”，它可刺激胃腺引起胃液分泌。
静脉注射氨基酸也可引起胃液分泌，说明小肠吸收的氨基酸也可能参与了肠期胃液分泌的调节。
 肠期胃液分泌的特点：肠期胃液量少，约占进食后胃液分泌总量的10％，肠期胃液酸度和胃蛋白酶原
的含量也较少。
 消化期的胃液分泌不仅受到上述兴奋性因素的作用，还受到许多抑制性因素的调节。
 2.刺激胃液分泌的主要内源性物质 （1）乙酰胆碱：Ach大部分支配胃的迷走神经和部分肠壁内在神经
末梢释放的递质。
Ach作用于壁细胞胆碱能（M3型）受体，刺激胃液分泌，可被阿托品等胆碱能受体阻断剂所阻断。
 （2）胃泌素：胃窦和小肠上段黏膜G细胞分泌的肽类激素。
胃泌素释放后作用于壁细胞的特异性受体，引起胃酸分泌增加。
体内的胃泌素主要有两种，即大胃泌素（G-34）和小胃泌素（G-17）。
胃窦黏膜内主要是G-17，小肠上段黏膜内G-17和G-34各占一半。
G-17刺激胃液分泌的作用比G-34刺激胃液分泌的作用强5～6倍。
人G-17分子C端的4个氨基酸（色氨酸—甲硫氨酸-门冬氨酸-苯丙氨酸-NH2）是胃泌素最小活性片段。
现已人工合成的四肽胃泌素或五肽胃泌素具有天然胃泌素的全部活性，已广泛应用于实验研究与临床
。
 （3）组胺：由胃黏膜肥大细胞或肠嗜铬样细胞分泌，释放后通过局部扩散到邻近的壁细胞，与壁细
胞上组胺受体（H2）结合，具有很强的刺激胃酸分泌的作用。
H2受体阻断剂甲氰咪呱等类似物可阻断组胺的作用，抑制胃液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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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5年制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生理学(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等专业使用)
》是全国五年制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5年制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生理学(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等专业使用)
》主要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等专业使用。
《全国5年制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生理学(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等专业使用)
》紧跟教学改革思路，严格按照五年制高职高专新教学计划、新教学大纲及新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
的要求编写，促进中职、高职教育有机衔接反映最新教学理念，体现“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模式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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