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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卫生部颁布的《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指导方案》
，2004年11月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了第一版教材的主编会议，2005年第一版教材如期出版。
经过近两年的使用，发现第一版教材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
为了适应护理人才培养要求，对第一版教材进行再版修订成为一项当务之急的工作。
2007年7月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再版教材建设研讨会并成立了《“十一五”高职高专医学专业规划教
材》编审委员会。
同年8月在安徽省巢湖市召开了教材主编和编委会议，教材再版工作正式启动。
　　在编写过程中，为了使教材体现护理专业职业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培养目标，符合护理专业职业
教育的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岗位资格的要求，在第一版教材的基础上，力求做到：一、定位准确；二
、观念更新；三、服务于专业教学改革；四、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实用性；五、
注重整体优化；六、力求规范。
　　本着从实际出发，适应护理专业发展的需要，以探索创新的态度，编审委员会经过慎重推敲，对
原教材体系的组成做了适当调整，如《成人护理》分解为《内科护理》、《外科护理》、《传染病护
理》、《五官科护理》等，《医用化学》和《生物化学》合并为《化学与生物化学》，《药理学》调
整为《护士临床用药》，增添了《中医护理》、《护士人文修养》、《康复护理》、《护理科研》。
本套教材不仅可供三年制护理专业学生使用，其中的部分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医学专业学生配套使用
。
　　作为本套教材建设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感谢各成员学校领导的积极参与、全面支持与真诚合作
；感谢各位主编和编者团结一致，克服了诸多困难，创造性地、出色地完成了编写任务：感谢河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以及有关单位的全力支持与帮助。
　　我们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编写本套教材，但不足之处仍在所难免，希望使用这套教材的广大师生和
读者能给予批评指正。
我们将根据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结合护理职业教育的研究、改革与创新，及时组织修订，不断提高
教材的质量，为推动卫生事业的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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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理学》在编写过程中，为了使教材体现护理专业职业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培养目标，符合护
理专业职业教育的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岗位资格的要求，在第一版教材的基础上，力求做到：一、定
位准确；二、观念更新；三、服务于专业教学改革；四、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实
用性；五、注重整体优化；六、力求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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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眼的感光功能　　来自外界物体的光线，通过眼内的折光系统在视网膜上形成物像，是视网
膜内的感光细胞被刺激的前提条件。
视网膜像还有一个物理范畴内的内像，用几何光学的原理可以较容易地对它加以说明，和外界物体通
过照相机中的透镜组在底片上形成的物像并无原则上的区别；但视觉系统最后在主观意识上形成的“
像”，则是属于意识或心理范畴的主观印象，它由来自视网膜的神经信息最终在大脑皮质等中枢结构
内形成。
作为感受器生理，研究的重点是视网膜怎样把物理像转换成视神经纤维上的神经信号，以及在这些信
号的序列和组合中怎样包括了视网膜像，亦即外界物体所提供的信息内容。
应该提出，视觉研究的进展虽然较快，但仍是初步的。
　　（一）视网膜的结构特点　　组织学将视网膜分为十层，但可按主要的细胞层次简化为四层，如
图9-4所示。
从靠近脉络膜的一侧算起，视网膜最外层是色素细胞层，临床上见到的视网膜剥离，就发生在此层与
其他层次之间。
内侧为感光细胞层，感光细胞分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两种，它们都含有特殊的感光色素，是真正的光
感受器细胞。
视网膜也和神经组织一样，各级细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视觉信息最初在感光细胞层换能变成电信号后传向中枢。
　　（二）视网膜的两种感光换能系统　　1.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根据对视网膜结构和功能的研究，
目前认为视网膜中存在着两种感光换能系统（图9-5）。
一种由视杆细胞和与它们相联系的双极细胞和神经节细胞等成分组成，它们对光的敏感度较高，能在
昏暗的环境中感受光刺激而引起视觉，但视物无色觉而只能区别明暗，且视物时只能有较粗略的轮廓
，精确性差；另一种由视锥细胞和与它们有关的传递细胞等成分组成，它们对光的敏感性较差，只有
在类似白昼的强光条件下才能被刺激，但视物时可辨别颜色，且对物体表面的细节和轮廓境界都能看
得很清楚，有高分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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