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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

前言

21世纪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纪，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希
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抓住机遇，寻求发展
，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一依靠自己学习，终身学习。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
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
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
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
的问题。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
教师不讲、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排、形式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
都大不相同了。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
学习的目标。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本教材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医药类专业委员会
遴选作者、安排编写、组织审稿，保证了医药类自考教材的质量。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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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

内容概要

《生理学》在内容和篇幅上，基本与前版教材保持一致。对已陈旧的内容，参考国内外最新版本的有
关内容予以更新，但并不是将最近、最新的内容都写进去；对有些内容则根据护理专业（专科）的特
点进行适当调整，注重对生理现象和过程的描述，淡化对机制的描述，对尚未定论的机制则尽量少写
、不写。在深度上，以必需和够用为度。在特色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结合临床实践，并注
意加强应用能力的培养；结合临床实践的内容插叙在相应的理论叙述中，点到为止，不深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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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

章节摘录

插图：心肌细胞具有传导兴奋的能力，称为传导性。发生于心肌细胞某处的兴奋能沿细胞膜传遍整个
细胞，并可通过闰盘传给邻旁心肌细胞。兴奋在同一心肌细胞上传导的原理与神经和骨骼肌细胞相同
，也是由膜的兴奋部位和邻旁安静部位之间发生电位差，产生局部电流，从而刺激安静部位的膜发生
兴奋。兴奋在心肌细胞之间的传播则依赖于闰盘结构上的缝隙连接，缝隙连接允许局部电流通过。因
此，尽管心肌细胞在形态结构上彼此隔开，但在功能上如同一个细胞，整个心房和整个心室可分别被
看作两个功能上的合胞体。1.心脏内兴奋传播的途径和特点正常情况下，窦房结发出的兴奋通过心房
肌传播到整个右心房和左心房。但在窦房结与房室交界之间，至今未能证实存在形态结构不同于一般
心房肌的结间束，而是发现卵圆窝前方和界嵴等处的心房肌细胞排列整齐，方向一致，兴奋传导速度
比一般心房肌细胞快，因而认为，窦房结就是通过这种优势传导通路将兴奋传到房室交界的。房室交
界是连接心房肌和心室肌的唯一通路，因为心房和心室之间的其他部位均由结缔组织分隔。房室交界
再经希氏束、左右束支、浦肯野纤维网与左右心室肌相连，将兴奋传播到左心室和右心室（图4－10）
。心脏内兴奋传播的特点是不同的心肌细胞具有不同的传导速度。例如，心房肌的传导速度为0.4m／
。，心室肌为1m／s，末梢浦肯野纤维网为4m／s，而房室交界的结区为0.02m／。。这一特点具有以
下重要意义：①心房肌和心室肌的兴奋传导较快，再加上心肌细胞间闰盘的作用，可使整个心房同步
兴奋、同步收缩，整个心室也同步活动，有利于心脏射血；②末梢浦肯野纤维网的传导速度最快，有
助于左、右两侧心室的同步化活动；③房室交界的传导速度很慢，尤以结区的传导最慢，从而形成兴
奋传导的房一室延搁。房一室延搁的意义在于使心室的收缩总是出现在心房收缩完毕之后，形成房、
室先后有次序的收缩活动，因而能保证心室的充盈和射血。但房室交界也因此而成为传导阻滞的好发
部位。房一室传导阻滞在临床亡极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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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

后记

经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同意，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医药学类专业委员会
负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医药学类专业教材的组编工作。护理专业专科《生理学》教材由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朱大年教授担任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有朱大年教授（第一、第十章）、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李莉教授（第二章）、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曹英强教授（第三章）、上海中医药大学张志雄教授（第
四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郑燕倩教授（第五章）、首都医科大学曲瑞瑶教授（第六、第七章）、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郭瑛教授（第八章）、九江学院医学院张敏教授（第九章）和天津医科大学王卫国
教授（第十一、第十二章），最后朱大年教授统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医药学类专业
委员会组织该教材的审稿会。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樊小力教授担任主审，北京大学医学部朱文玉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范少光教授参加审稿并提出改进意见。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医药学类
专业委员会最后审定通过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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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理学》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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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书不大好找，这本正合适
2、好像不是很正版，纸张都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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