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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是21世纪生命科学的研究重点。
医学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和医学科学实验，而实验生理科学实验则是医学实验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医药类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和技能训练课程。
生理学、药理学、病理生理学均属机能性医学基础学科，以人体的生命活动过程为研究对象。
生理学侧重正常人体的生命活动过程，病理生理学侧重病理状态下人体的生命活动过程，而药理学则
侧重研究药物作用下的人体生命活动过程。
传统的这三门基础医学机能课的实验教学，通常是验证本门学科的理论内容。
其优点是实验教学与理论知识密切联系，易于操作；但有明显的缺点：实验课内容偏多且有重复，只
验证不突破，不利于跨学科思维培养，不利于强化多方面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利于提高实
验仪器的使用率和更新率。
但这三门实验室课的共同特点是实验性强，研究对象和方法相近，基本操作相同，具有有机融合为实
验生理科学的客观基础。
本书意在使医学生在系统掌握医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系统学习和掌握有关动物机能实验及部
分人体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医学科研实验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
好基础。
　　《实验生理科学》（第2版）自2003年出版以来，至今已使用五年时间。
根据教育部加强实践教学、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精神，学科的新进展，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收集
对第2版教材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在原来编委的基础上，我们诚邀10余所兄弟院校的同行专家，用了一
年多的时间进行版本更新工作。
本书保留了第2版的合理内容和优点，并进一步就实验体系和内容、实验技术和手段进行了更新和完
善，更彰显了新版的特点：第一，优化了实验生理科学实践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调整了模块结构，增加了新的实验内容和技术，完善“实验的基本理论、经典性实验、综合性实验、
探索性实验、仿真性实验、科研小组活动、实验室开放”的多层次一体化实验教学体系.第二，实验操
作的先进性和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以先进的BL－420F系统为主要依托，全面修订实验及操作过程，简化实验，提高了结果的准确性。
第三，加强创新思维培训和知识拓展。
增加新的仿真实验系统.，完善探索性实验、科研小组活动的组织，增进师生互动。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贯穿了多年来一直在执行的实验教学理念：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主导，以实验
操作技能的培养、实验方法的学习及其未来应用为基本，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工作核心，兼顾验证和巩
固理论，最终实现培养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尤其是跨学科分析能力及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教
学目标。
　　实验生理科学的创新发展较快，仍有许多工作需要继续探索；而且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实验生
理科学》的缺点和不足在所难免，希望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广大师生的指正，以利于其修改和完善
，将实验生理科学的实践教学水平不断推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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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教育部加强实践教学、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精神，本书在第1版和第2版应用的基础上，
进一步精选和渗透重组生理学、药理学、病理生理学等机能实验的内容，增加了膜片钳等实验技术，
引入了新的仿真实验系统。
强调以实验操作技能的培养、实验设备的使用、实验方法的学习及其未来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
，理论验证及巩固为辅。
主要内容包括：①理论课：主要介绍本学科相关的基础内容、实验动物知识、科研设计、一般的统计
学处理原则和统计软件使用等。
②综合性和经典性实验：主要培养基本操作能力、技能和综合性思维，学习相关的实验方法及其应用
。
③探索性实验及科研小组活动：对学生进行初步的科研培训，主要培养学生的能动性和创新能力。
④仿真性实验。
　　本书可供临床、预防、基础、口腔、药学、检验、护理等医学类专业本科生使用，也可供新高职
学生、部分专业的研究生等其他层次的学生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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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实验生理科学常用仪器及常用溶液　　第一节　BL－420F生物机能实验系统　　BL
－420F生物机能实验系统（简称BL系统）是配置在计算机上的4通道生物信号采　　集、放大、显示
、记录与处理系统。
由以下三个主要部分构成：①计算机；②BL-420系统硬　　件；③TM-WAVE生物信号采集与分析软
件。
　　B1-420F系统硬件是一台程序可控的，带4通道生物信号采集与放大功能，并集成高精度、高可靠
性以及宽适应范围的程控刺激器于一体的设备。
TM-WAVE生物信号采集与分析软件利用计算机强大的图形显示与数据处理功能，可同时显示4通道从
生物体内或离体器官中探测到的生物电信号或张力、压力等生物非电信号的波形，并可对实验数据进
行存贮、分析及打印。
　　一、TM.WAVE软件的主界面及其功能　　主界面从上到下主要分为：标题条、菜单条、工具条
、波形显示窗口、数据滚动条及反演按钮区、状态条等6个部分；从左到右主要分为：标尺调节区、
波形显示窗口和分时复用区3个部分。
在标尺调节区的上方是通道选择区，其下方是Mark标记区。
分时复用区包括控制参数调节区、显示参数调节区、通用信息显示区、专用信息显示区和刺激参数调
节区5个分区，它们分时占用屏幕右边的相显示区域，可以通过分时复用区中的5个切换按钮进行切换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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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验生理科学（第3版）》是在前面两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主要内容包括：实验生理科学常用仪器及常用溶液；实验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术；实验生理科学实验
研究设计的基本程序；离体组织器官实验；在体动物机能实验等。
《实验生理科学（第3版）》可供临床、预防、基础、口腔、药学、检验、护理等医学类专业本科生
使用，也可供新高职学生、部分专业的研究生等其他层次的学生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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