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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绪论、细胞的基本功能、血液循环、呼吸、消化与吸收、能量代谢与体温、肾
脏的排泄、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内分泌、生殖共12章。书后附有实验指导及两份测试
卷。在全书内容编排上，尽量做到图文并茂，以图释文；文字叙述力求语句精炼，通俗
易懂。
  本教材可供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护理、助产等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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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生理学的任务和研究方法
一、生理学及其任务
生理学是研究机体正常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机体是指包括人体在内的一切有生命的个
体。生命活动即生命现象，如运动、消化、呼吸、血液循环、腺体分泌、排泄、思维活
动以及繁殖后代等等。生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体正常状态下各种生命活动的具体过程
、产生机制、功能特点、相互关系、体内外环境的影响和调节控制及其在整体活动中的
意义，从而认识和掌握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一般来说，各种疾病都是正常生命活动发
生量变和质变的结果。只有掌握正常生命活动规律，才能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规律
和药物治疗的作用机制，才能为防病治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提供理论依据。生理学
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生理学知识是学习后续医学课程的必要基础，因此医学生一
定要学好生理学。
二、生理学的研究方法
  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生理学的大部分理论都是通过实验获得的，因此，实验是
生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生理学实验分为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
  1.动物实验人体的结构和功能与某些动物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利用动物实验可
以获得一定的生理学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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