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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重庆市教育科学院组织编写，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护理专业系列教材，在全国中职学校使用以来
，受到了用书师生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卫生部、教育部于2006年3月调整并成立了
第二届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为了适应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对卫生职业人才的需求，第二届行指委组织编写，卫生部审定并颁发了新
一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我们以新教学计划和新教学大纲为依据，在上一轮教材的基础上修改、编写了《生理学基础》，使之
更适合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实际。
新一轮教材修订本着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强化专业技能培养；强调“宽口径、重实用
”的编写思路；充分体现医学基础的“三基、五性”，着力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和创新性。
对照前一轮教材，第二章删去了细胞的化学成分和分子组成，以及细胞增殖的内容；第四章物质代谢
整章删去；第九章删去了肾在水代谢和酸碱平衡中的作用。
并对各章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使得《生理学基础》作为一门独立设置的专业基础课更符合教学实际
。
由于修编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校审难免疏漏。
书中若有不妥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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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系列教材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全书共14章，内容包括绪论、细胞、血液、物质代谢、血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能量代谢、体
温、肾的排泄、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内分泌、生殖及衰老，另附13个机能实验。
系统地介绍了正常人体机能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本书除可作为中职学校护理专业教材以外，还可作为其他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以及医护专业三校
生高职考试用书。
　　本书配套电子教案及学习指导，可为师生的教与学提供切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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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 概述生理学基础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
本门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具有生命活动的人体，也就是研究构成人体各系统、器官和细胞的正常功能活
动及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整体活动规律的科学。
本门学科的任务，就是揭示各种生命活动发生的具体过程，产生的条件和原理，以及人体内外环境变
化对它的影响，为人的卫生保健、防病治病、增进健康、延长寿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生理学基础是建立在人体形态学基础上的，它与临床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重要的医学基础理论
学科之一。
生理学基础作为理论依据，对临床医学具有指导作用；而临床医学的发展，又不断为生理学基础提出
新的课题，丰富研究内容，推动生理学基础的发展。
医（护）学生只有先学好本门学科，才能为进一步学好病理学、药理学、免疫学以及各门专业课程打
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医务工作者也只有掌握了正常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才能担当起认识疾病、防病治病的历史重任
。
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都是整体活动的一部分，它在与环境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还受语言、文字、心
理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在学习本门课程中，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看待机体的一切功能活动；其
次，还应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角度来综合观察和理解人体的功能活动。
此外，生理学基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许多重要的理论知识都来自动物实验，动物实验是生理
学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源泉。
因此，学习该门课程应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一方面要重视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又要
重视实验，通过实验既可以了解理论知识的来源，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可以培养自己的创新思
维和动手能力。
同时，还应适当联系生活实际和临床实际，把本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用到卫生保健和临床实践中
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常人体机能基础>>

编辑推荐

《生理学基础(第2版)》可供护理、助产、医学检验、药剂等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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