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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护理人

才的数量、质量和结构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为加强五年制高职护理

教学改革，提高护理教育的质量，培养具有扎实基础知识和较强实践能

力的高素质、技能型护理人才，建设一套适用于五年制高职护理专业教

学实际的教材，是承担高职五年制护理专业教学任务的各个院校所关

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安徽省教育厅和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该省有关医学院校

的共同努力，由安徽省医学会医学教育学分会组织的安徽省五年制高

职护理专业规划教材编写工作，于２００５年正式启动。全省共有１０余

所高校、医专、高职和中等卫生学校的多名骨干教师参加了教材的编写

工作。本套教材着力反映当前护理专业最新进展的教育教学内容，优

化护理专业教育的知识结构和体系，注重护理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和

技能的训练，以保证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大量输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和健康需求的实用性护理专业人才。在编写过程中，每门课程均着力

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针对性、实用性。力求做到如下

几点：一是以综合素质教育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本位，培养学生对护

理专业的爱岗敬业精神；二是适应护理专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教学

内容上体现先进性和前瞻性，充分反映护理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

方法；三是理论知识要求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因而将更多的篇幅用

于强化学生的护理专业技能上，围绕如何提高其实践操作能力来编写。

本套教材包括以下３０门课程：《卫生法学》、《护理礼仪与形体训

练》、《医用物理》、《医用化学》、《医用生物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

胎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病原生物与免疫》、《药物学》、



《护理心理学》、《护理学基础》、《营养与膳食》、《卫生保健》、《健康评

估》、《内科护理技术》、《外科护理技术》、《妇产科护理技术》、《儿科护理

技术》、《老年护理技术》、《精神科护理技术》、《急救护理技术》、《社区护

理》、《康复护理技术》、《传染病护理技术》、《五官科护理技术》、《护理管

理学》和《护理科研与医学文献检索》。本套教材主要供五年制高职护

理专业使用，其中的部分职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医学专业选

择使用。

成功地组织出版这套教材，是安徽省医学教育的一项重要成果，也

是对安徽省长期从事护理专业教学的广大优秀教师的一次能力的展

示。作为安徽省高职高专类医学教育规划教材编写的首次尝试，不足

之处难免，希望使用这套教材的广大师生和读者能给予批评指正，也希

望这套教材的编委会和编者们根据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结合护理学

科发展和教学的实际需要，及时组织修订，不断提高教材的质量。

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　

２００６年２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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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是在安徽省卫生厅和安徽省教育厅的关心指导下进行编写

的，第１版于２００６年１月正式出版。８年来，该教材因基本理论和基

础知识选材适当、知识结构合理、内容简洁实用、语言文字流畅、能很好

地满足高职高专及中职护理专业和相关专业教学需要而受到广大卫生

职业院校专家和师生的一致好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根据卫

生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标准”的指导

思想，我们决定对第１版教材进行修订再版。再版教材进一步体现了

先进性、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和适用性，特别突出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教材再版编写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导向，以职业技能培

养为根本，注重满足学科需要、教学需要、社会需要，力求体现职业教育

特色，更加贴近社会、贴近岗位、贴近学生。

考虑到近年来学生入学时的文化基础，本次医用生物学教材修订

适当降低了教材难度。在知识点的选取上，注意淡化理论，增强应用

性，删除了部分偏深、偏难和应用性不强的知识。

除保留第１版教材的基本框架外，为了适应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

需要，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方便学生学习，本次教材修订力求

在编写风格上有所创新，与第１版相比，编写体例上有以下变化：

１．每章前增写了“学习重点”，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重点。

２．教学内容中每个重要知识点后插入紧扣知识点的“学与问”，便

于教师提问、学生练习或思考讨论。

３．每节后增写与该节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链接”，作为对正文教

学内容的补充和延伸，扩大学生知识面。

４．每章后增写了“知识点归纳”，系统归纳整理该章知识点和知识

内容，便于学生掌握。知识点和知识内容采用表格列出，使学生一目

了然。

５．每章后增写了与该章内容相关的阅读材料“科学视野”，介绍医

用生物学有关的知识，反映医用生物学的新进展，拓展学生的科学

视野。



　　６．考虑到学生复习的需要，教材适当加大了每章后的复习检测题

的编写，便于学生自我检测和自学。

全书内容按５４学时编写，含绪论等１４个章节以及７个生物学实

验。各校教师在使用时可根据本校具体情况酌情选用。

本教材的修订工作得到了皖西卫生职业学院、东南大学出版社以

及各位编者所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主编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并对本

书所引用的参考资料的作者及编者深表谢意！

本教材的修订虽做了很多新的尝试，但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

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和同仁以及广大使用者不吝赐教，以便及时

修订，使之日臻完善。

叶良兵

２０１４年３月



医学生物学是涵盖生物学中与医学有密切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基础

知识的一门学科。从医学教育的课程结构体系而言，医学生物学是医

学基础课程的基础。现代医学的发展是以生物科学的发展为基础，一

些医学基础课程，如遗传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

等都属于生物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在广义上医学生物学是临床医学

各学科的主要基础，也是整个医学科学的主要基础。

本教材在内容的编排上以生命的基本特征为主线，在突出与医学

的关系的前提下，对生命的物质基础、生命的基本组成单位、生殖与个

体发育、遗传与变异、人类生存与环境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进行了概

述，可使学生宏观、全面、辩证地认识和理解生命现象，加深对生命本质

的了解，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为学习其他医学基础课程及专业课程打好

坚实的基础。本教材适用于护理、助产、医学检验技术、口腔医学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眼视光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医学营养、医疗美容技术等

五年制高职医学技术类专业。

针对护理专业，本课程加强了对遗传学基本理论、遗传性疾病的发

病机制、传递方式、诊断、治疗与预防等方面知识的介绍、分析；通过相

关实践使学生学会分析遗传的有关问题，以便学生在未来的护理工作

中能够更好地利用遗传学知识做好遗传病的防治工作。

本教材共有１４章，并附有７个实验的实验指导，各院校在使用时

可结合教学的实际，进行取舍。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芜湖地区卫

生学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专业水平、编写能力所限，加上编写时间较仓促，错误与

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望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及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

在今后修订时加以完善。

陈的华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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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第一一章章　　绪绪　　　　论论

学学学　　　习习习　　　重重重　　　点点点

　　１．生物学的概念。

２．生命的基本特征。

３．生物学同医学的关系。

生物学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２０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
展，生命科学的研究探索已深入到了分子水平，生命科学知识正在对各种生命现象做出较为
完整的解释，并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为人类改造自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人类社会
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日趋丰富，人类比以往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健康和发展，期待着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处。因此，当前对生命本质、人类自身相关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进行探索和研
究，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和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

　　一、生物学及其分支学科

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本质，探讨生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生物学的研究对
象是生命，研究目的在于阐明生命的本质，并运用生命运动的规律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
人类服务。

自然界中生物的种类繁多，生命现象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因而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非
常广泛；与此同时，生物学的发展，又一直伴随着其他学科知识和研究手段的渗透，从而形成
了许多分支学科。通过对不同对象和生物类群的研究，形成了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寄
生虫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从探讨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形
成了分类学、生态学、群体生物学、古生物学等学科。在宏观、微观等层面上对生物体的结构
进行研究，形成了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等学科；对生物体功能和发育过程的研究，形成了
生理学、遗传学、免疫学、胚胎学、发育生物学等学科；由于学科间的渗透，新的研究手段的应
用，形成了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生物数学、仿生学等交叉学科。目前，生物学领域的许多
分支学科的研究都深入到分子水平，形成了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分子胚胎学、分子分类
学等新学科。随着其他学科和生物学进一步密切交叉、相互渗透，以及新方法、新技术、新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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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广泛引入和应用，生物学领域将有更多的分支学科出现，共同推动生命科学发生一次次
飞跃与革命。

１．地球上什么物体才有生命呢？

２．有生命会表现出什么现象？

　　二、生命的基本特征

自然界中的物体可分为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有生命的物体称为生物。自然
界中现存的生物有２００多万种，这些生物形态各异，生活习性和营养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都
是有生命的。生物体具有共同的征象与标志，可概括为以下基本特征。

（一）物质组成的同一性
生命是物质的，生命在物质组成上具有同一性。核酸、蛋白质是一切生物共同的生命大

分子物质；糖、脂类、氨基酸等有机化合物以及水、无机盐等无机化合物，是生物生命活动不
可缺少的重要成分。各种生命组成物质都是由元素构成的，构成生命物质的全部化学元素，
在非生命物体中也广泛存在。这充分说明生命来源于自然界，生命也是以物质为基础的。

（二）基本组成单位的相似性
各种生物体在形态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其基本结构单位是相同或相似的，它们都是由细

胞构成的。单个细胞可以组成简单的生物体，如细菌、单细胞藻类；成千上万的细胞可以组
成复杂的生物体，如动物、植物和人类；病毒、类病毒和朊病毒等是没有细胞结构的非细胞生
物，只有借助宿主细胞才能表达其生命属性，得以生存。因此，细胞是一切生命有机体的结
构和功能活动的基本单位。

（三）新陈代谢
生物体通过不断地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使生命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

过程，称为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包括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同化作用
是生物体从外界环境中摄取养料，把它们转化成自身的组成物质，同时贮存能量的过程；异
化作用是生物体分解自身组成物质，将代谢废物排出体外，同时释放能量的过程。新陈代谢
是生命的基本运动形式，是生命的根本标志。生物在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过程中，不断地更新，使自己生存不息，而非生物在此过程中只能导致自身的物质转化或能
量消失。因此，新陈代谢是生物与非生物的根本区别。

人为什么要吃东西？

（四）应激性
生物体对内、外环境变化的刺激能产生相应反应的特性称为应激性。细菌在干燥、营养

贫乏的环境中转变成芽胞以适应环境；人类在紧急、危险的时刻反应敏捷，力量倍增；又如，
在外界环境突然变冷时，皮肤表面积变小，肌肉发生收缩；而当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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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变快等，都是应激性的不同表现。生物体应激性的产生，是因为它们具有健全的信息传
递系统和自主调控的机制，能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保持自身的相对稳定，以利于各种代谢
活动的正常进行。

（五）生长和发育
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基础上进行生长，生物体外形会表现出体积的增大和重

量的增加。生物体生长是“环境—基因—神经—免疫—内分泌调节”共同作用的结果，生长
主要表现为细胞数目的增多而非细胞体积的增大，因此，生长是生物体以形态结构变化为主
的生命特征。

生物体从受精卵开始到成熟、衰老直至死亡的转变过程称为发育。发育是生物体以生
理功能变化为主的生命特征。

（六）生殖
当生物生长、发育到一定阶段，能够产生与自身相似的子代个体，这种功能称为生殖。

在自然界唯有生物具有繁衍后代的能力，这是生命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于人类，生殖
是通过两性的精、卵细胞结合而实现的。

（七）遗传与变异
生物体子代和亲代之间相似的现象称为遗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物体可以通过

生殖过程把它们的“特性”传递给后代。生物体子代和亲代之间、子代各个体之间的差异称
为变异。在一个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兄弟姐妹彼此之间仅仅是相似，不会完全相同。
因此，遗传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只是相对的。

生物体在生殖过程中向后代进行“特性”的传递，其本质是进行遗传物质ＤＮＡ的传递
（ＤＮＡ是遗传与变异的物质基础）。因为亲代与子代之间有相似的遗传物质，从而表现出相
似的遗传性状；由于亲代遗传物质在生殖过程中要重新组合，在一定条件下自身发生突变，
加上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在遗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异。正因为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产
生了变异，促进了人类的进化。

１．生物或者人类兄弟姐妹彼此之间为什么相似？

２．生物或者人类兄弟姐妹彼此之间相似就是遗传吗？

３．生物或者人类兄弟姐妹彼此之间遗传了什么？

（八）生物与环境的统一
生物体既能适应环境，也能影响环境。地球上所有现存的生物，它们的身体结构和生活

习性都与环境相适应。如北极熊的皮毛使其适于在寒冷的北极生活，鸟的翅膀适于飞翔，鱼
的体形和用鳃呼吸适于水生环境等。同时，它们本身的生命活动，也对周围环境产生直接或
间接的影响，使环境发生改变。生物是不能离开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而生存的，每种生物的
个体或群体都和它们周围的环境紧密联系着，与环境构成统一整体。如果我们破坏这个统
一，将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贻害子孙后代。

　　三、生物学的发展简史

我国和古希腊，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不少关于生物学知识的记载。古人在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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