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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俄语》

前言

　　《医学俄语》是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供以俄语为第一外语的全国
高等医药院校基础、预防、临床及其他各医学专业的五年制学生使用，也可作为高等医药院校研究生
和博士生的参考教材。本教材根据《大学俄语教学大纲》（第二版）的精神编写，旨在全面培养和提
高医药院校学生的专业俄语阅读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本书分两部分，
共36课。限于篇幅，本书只涉及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部分章节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为基础医学部分
，内容涉及生物学、组胚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第二部分涉及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主要
包括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免疫学、诊断学、内科学等学科的内容。同时，根据医药院校专业外语课
时安排情况，两部分共设36课。第一部分，每课内容包括一篇基础课文和一至两篇与基础课文内容相
关的补充课文。课后设有词汇、语法、翻译等方面的练习，旨在帮助学生复习和巩固基础俄语学习阶
段的词汇和语法知识，掌握一定的基础医学词汇，同耐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俄语的能力。第二部分，每
课内容包括一篇课文，课后设有检查性问题。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和翻译俄文医学文章的能力，同时扩
大学生的常用医学词汇储备。书后附有练习参考答案、课文参考译文及词汇表。本书的语言材料新、
科学性强、内容覆盖面广，具有较强的时代感。本书由哈尔滨医科大学、北华大学医学院、牡丹江医
学院、齐齐哈尔医学院等四所院校的教师合作编写。杨枫教授担任全书的主审工作。马华负责全书的
总体设计、策划，包括制定编写原则、体例、样本、修改审校全书内容以及全书的最终整理、统稿，
并参加了部分课文的编写工作。程志教授对本书的译文部分进行了审校。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
哈尔滨医科大学有关部门和一些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并得到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务处的资助，在此
深表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广大师生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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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俄语》

内容概要

《医学俄语》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每课内容包
括一篇基础课文和一至两篇与基础课文内容相关的补充课文。课后设有词汇、语法、翻译等方面的练
习，旨在帮助学生复习和巩固基础俄语学习阶段的词汇和语法知识，掌握一定的基础医学词汇，同时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俄语的能力。第二部分，每课内容包括一篇课文，课后设有检查性问题。旨在培养
学生阅读和翻译俄文医学文章的能力，同时扩大学生的常用医学词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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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俄语》

书籍目录

第1课 细胞结构及其化学组成第2课 血液的成分和特性第3课 心脏的活动（I）第4课 心脏的活动（Ⅱ）
第5课 水和无机盐的代谢第6课 有机化合物的代谢第7课 体温调节机制第8课 免疫第9课 生物节律和生物
节律对机体的作用第10课 睡眠与觉醒的节律第11课 记忆和记忆过程第12课 人是生态因素第13课 健康
与疾病第14课 遗传和体质对疾病的作用第15课 炎症第16课 内分泌腺疾病的病理生理学第17课 变态反
应第18课 衰老（I）第19课 衰老（Ⅱ）第20课 维生素（I）第21课 维生素（Ⅱ）第22课 尿液检查第23课
急性支气管炎第24课 急性肺炎第25课 肺癌第26课 风湿病第27课 高血压病第28课 急性心肌梗死第29课 
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第30课 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第31课 慢性肾小球肾炎第32课 白血病第33课 毒性弥
漫性甲状腺肿第34课 糖尿病第35课 急性变态反应性疾病第36课 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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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俄语》

章节摘录

　　机体内的功能调节人体内的生理过程不断地进行调节，以适应机体需求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天气
寒冷时，人要同寒冷做斗争，而在太热的地方，要同过于炎热做斗争。吃饭时消化器官工作活跃，滑
雪运动要求手、脚肌肉活动用力，而在解数学难题时必需提高大脑的工作能力。有两种机制可以用来
不断调节这些生理过程，即体液调节机制和神经调节机制。体液调节是协调机体内生命活动过程的机
制之一，是通过机体的液态环境（血液、淋巴、组织液）实现的，同时借助于细胞、组织和器官在发
挥功能时所分泌的生物活性物质。体液调节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激素。体液调节从属于神经调节，并且
和神经调节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神经一体液调节系统，保障正常的功能作用。神经调节是神经系统对
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协调影响，使细胞、组织和器官的活动与机体的需求和周围环境的变化相适应，
是自身调节功能的主要机制之一。多细胞机体在其生命表现中（成长、发育、对外界影响的反应等）
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整体性是由一系列的调节机制保障的，在这些机制中神经调节在动物体身上
具有主导意义。由于神经调节的作用，细胞和器官的活动才能被引发和中止、加强和削弱，才能使细
胞和器官的功能状态、生化状态以及它们的构造特点发生改变。神经功能调节方式和体液功能调节方
式彼此紧密相联。随血流输送来的化学物质不断影响神经系统的活动。此时，生成大量化学物质本身
和化学物质分泌进入血液都处在神经系统的不断监控之下。因此，机体内生理功能的调节既不能单纯
依靠神经途径来实现，也不能仅仅依靠体液途径来实现，而总是通过统一的神经体液调节方式达到的
。神经一体液调节是神经系统和体液因子（血液、淋巴和组织液中含有的生物活性物
质&mdash;&mdash;代谢物、激素、介体和其他物质）对动物和人机体内各个生理过程的共同的、协调
的和整体的影响。神经一体液调节对于维持机体内环境成分和特性的相对恒定（内环境稳态）以及机
体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生存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自身调节是生物系统的一个特性，能自动地将某些生
理指标或者其他的一些生物指标确定和维持在某一相对恒定的水平上。自身调节时，调节因子不会从
外部影响被调节的系统，而是在被调节系统的内部自然产生。自身调节过程具有循环特性。某一重要
因子偏离固定的水平则是启动各器官使该因子恢复的推动力。在不同的生物物质组织水平
上&mdash;&mdash;从分子水平到超生物体水平，自身调节的具体机制也是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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