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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取得了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模式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变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变知识教育为素质教育，变青春教育为终身教育这些新的教育理念已经或正
在逐步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所实践。
　　成人教育事业随着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它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践大众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今天，它已经不仅仅是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而且在实现大众教育、终身教育，提高全
民族科技文化和思想品德素质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今后它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专升本教育是成人高等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成人教育所独具的特色。
必须承认，专升本教育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工作者是一个挑战。
它既不同于专科教育，又不同于“零起点”的普通本科教育；它有其自身的教育、教学规律。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专升本的教育、教学规律，并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尊重和反映这些规律，才能把专升
本教育办好。
　　高等医学的专升本教育已开办多年。
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一套专门供其使用的配套教材。
许多院校大多沿用了普通全日制医学本科生的教材。
然而，专升本学生在自己的专业学科领域里已经具备一定的基本知识；而专升本教育的学制又限制了
教学时数的膨胀。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学生反映老师在教学中常常重复大专层次所学内容；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
都反映学时太少，以致本科教材学不完。
这种矛盾是专升本教学中特有的，反映了成人教育专升本层次的教材建设的滞后。
这既与成人高等医学教育蓬勃发展的形势不相称，也影响了成人高等医学教育本身的教育质量。
为此，我们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联合部分兄弟院校，编写了这套成人高等教育临床医学、护
理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专业专升本层次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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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生理学教材，内容涵盖了细胞、血液、循环、呼吸、消化和吸收、能量代谢和体温、尿的生
成与排出、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及内分泌系统等生理学教学的基础内容。
同时，作为专升本教材，本书在原有的本科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成人医学教育的特点，在编写思路上
做了较大的修改，加强了有关内容的前后联系，适当地结合临床，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概念，旨在使学
生的本学科知识水平有较完整和系统的提高，能更好地将生理学知识与临床工作结合起来。
    本书适用于成人专升本临床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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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受控部分的反馈信息能减低控制部分活动的反馈控制系统称为负反馈。
在正常人体内，大多数的调节活动均是负反馈调节，负反馈的调节方式对内环境稳态的维持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动脉血压调节过程中，心血管中枢是控制部分，心血管是受控部分，如果心血管中枢发出的
控制信息是使血压升高，作用于心血管后使血压升高，则升高到一定程度的血压即可作为一种反馈信
息，经颈动脉窦、主动脉弓压力感受器后，作用于心血管中枢，抑制心血管中枢使血压升高的作用，
使血压停止升高或使血压降低。
这一调节的原理就是负反馈。
　　反之，受控部分的反馈信息能加强控制部分活动的反馈控制系统称为正反馈。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通过这一机制参与的调节活动很少，只有如血液凝固、排便和排尿反射、分娩反
射等少数几种生理活动是通过这种机制调节的。
但在病理情况下，则会出现许多正反馈的过程，例如，大出血时，血压下降，冠状动脉血流量减少，
心肌收缩力降低，射血减少，血压更低，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导致死亡。
　　二、开环控制系统　　开环控制系统是指控制部分不受受控部分活动的影响。
例如，寒冷刺激可作用于下丘脑，使腺垂体（控制部分）分泌的生长激素增多，促进靶细胞（受控部
分）的生长，但靶细胞的生长并不会发出反馈信息影响由寒冷引起的生长激素分泌增多，这种调节的
原理就是开环调节。
　　除了上述的两种调控系统外，人体还存在另一种调控系统——前馈控制系统。
前馈控制系统是指控制部分发出控制信息作用于受控部分，在引起受控部分产生输出变量之前，干扰
信息作用于监测系统，发出前馈信息作用于控制部分，及时调整控制信息，使受控部分的输出变量得
以_及时调整，以适应机体的需要。
因此，前馈控制系统的作用主要是超前洞察动因，及时做出适应性反应。
例如，跑步时机体代谢增强，通过反馈控制系统、开环控制系统使心率加快、呼吸加强。
但是运动员站在起跑线准备起跑时，其心率已经加快、呼吸已经加强，这就是前馈控制系统作用的结
果。
如果没有前馈控制系统的调节，机体代谢并不会增加，准备起跑的动因作为一种干扰信息，通过前馈
控制系统，使运动员及时做出了前瞻性的适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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