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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高等农、林、水产院校本科生物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动物生理学》课程的教学
内容、教学要求及教学设备有了很大的改变，急需编写一本既能满足高等农、林、水产院校等专业需
要，又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动物生理学实验》教材。
我们在编写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动物生理学》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与之相配套的《动物生理学实验
》。
　　《动物生理学实验》和《动物生理学》教材一样具有适应面广、实用性强、结构系统完整、内容
新颖和超前性的特点：　　1.该书的实验对象涉及鱼类、两栖类、鸟（禽）类、哺乳类等脊椎动物
达11种之多，针对9个器官系统遴选出76个实验，这对高等农、林、水产院校本、专科各专业的需要具
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对其相关的动物生理的研究也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2.该书以实验基本操作技术（包括动物的捉拿、固定、用药方法、麻醉、插管、手术、处死等）
为基础；以现代电子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生物信号采集处理技术（包括刺激、换能、放大、显示
、记录结果及处理等）为主要手段；以现代实验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验证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对学
生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宗旨，加强了实验教学体系的理论教学内容，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动物生理
学实验教学体系。
　　该书对经典的生理实验内容进行了合理的保留和删节；增加了一些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在
此基础上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生理科学研究、科学论文撰写的基本程序和要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
这对学生牢固掌握生理学理论、培养学生创造（新）性、提高学生自学和动手能力、综合分析思维能
力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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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物生理学实验》以鱼类、两栖类、鸟（禽）类、哺乳类等11种脊椎动物为实验对象；以实验
基本操作技术为基础；以现代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生物信号采集处理技术为主要手段；注重对学
生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
书中合理保留和删节了一些经典的生理学实验，增加了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加强了实验教学体
系的理论教学内容。
《动物生理学实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动物生理学实验教学体系。
《动物生理学实验》共分两大部分13章，第一部分总论主要介绍动物生理学实验课的教学目的、内容
及要求，常用仪器设备、手术器械工作原理及操作，动物生理实验基本操作技术，动物生理学研究的
基本程序与要求。
第二部分各论从细胞、血液、血液循环、呼吸、消化、能量代谢与体温、泌尿与渗透压调节、神经与
感觉、内分泌与生殖9个器官系统遴选出76个实验，各专业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动物生理学实验》主要面向高等农林、水产院校的动物生产类、动物医学、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等专
业的本、专科学生，也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生物科学专业的本、专科生教学用书和相关科学
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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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生理学的发展和它的每一项新理论的建立都借助
于大量的动物实验，并获得了大量实验的支持。
因此学习动物生理学必须亲自做一做实验，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它的基本理论。
　　1.1　动物生理学实验及其方法　　动物生理学实验即是利用一定的仪器设备和方法，人为地控制
某些因素以再现动物机体的某些生命活动过程，或将一些感官难以观察到的内在的、迅速而微小变化
着的生命活动展现、记录下来，便于人们观察、分析和研究。
　　因为动物生理学是研究动物机体生命活动（机能）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因此动物生理学实验的
对象一般都是机能正常的“活体”，而且这种“活体”的特征在动物机体的整体、器官及细胞等不同
水平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动物生理学实验的方法一般根据动物的组织器官是在整体条件下进行实验，还是将其解剖取下置
于人工环境条件下进行实验，可分为在体实验方法和离体实验方法。
　　1.1.1　离体实验方法　　离体实验是根据实验目的和对象的需要，将所需的动物器官或组织按照
一定的程序从动物机体上分离下来，置于人工环境中，设法在短时间内保持它的生理功能而进行研究
的一种实验方法。
此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摈弃组织或器官在体内受到的多种生理因素的综合作用，从而能比较明确地确
定某种因素与特定生理反应的关系。
但由于离体实验的实验对象已去除了整体时中枢神经的控制，所以离体实验得出的结论还不能直接推
广至整体时的情况。
　　1.1.2　在体实验　　在动物处于整体条件下，保持欲研究的器官于正常的解剖位置或从体内除去
（拟从反证的角度），来研究动物或某器官生理功能的实验方法。
在体实验又可分为活体解剖实验和慢性实验。
　　（1）活体解剖实验在动物麻醉（或去除脑髓）情况下，对其进行活体解剖，以便观察组织、器
官机能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规律。
这种方法比慢性实验方法简单，易于控制条件，有利于观察器官间的相互关系和分析某一器官功能活
动过程与特点，但与正常功能活动仍有一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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