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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医出版社4年前组织全国各地近50所医学院校编写出版了《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

专规划教材(护理、助产专业)》第1版。全套教材出版后在几十家院校应用,先后多次重印,有
的学科重印10余次,逐步成为医学教育领域中的一套优质品牌教材,为我国高等医学职业教

育和专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大力促进医疗体制改革、加快卫生职业教育步

伐、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区医疗建设,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水平成为日渐迫切的需

求;为各级卫生机构大量输送既有良好职业素质和沟通技巧,又有精湛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的

医护人员,是当前医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人民军医出版社有60年的医学专业出版历史,出版

了大批优秀学术著作和教材,具有较强的出版力和影响力。按照国家教育部、卫生部的有关文

件精神,人民军医出版社广泛征求各院校的意见,决定组织《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护理、助产专业)》的修订再版。
修订再版工作从2011年年初开始,组成第2版教材编委会,召开主编会议及各本教材的

编审会议,确定教材的编写思路,按规定进度完成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
本套教材秉承科学严谨、特色鲜明、质量一流的传统,坚持精理论强实践、精基础强临床、

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的核心思想,遵循“三基”“五性”原则,结合当前医学模式的变化和整体化

护理的进程,针对新的需要,注重与国家护士执业考试新大纲接轨,突出护理专业实践技能培

养,紧贴高职高专这一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满足“双证上岗”的需求。
本版教材的书目调整为37本,保留了第1版教材的精华,补充了近年来的新知识新发展,

改进了部分章节的讲授方式,修改删除了原教材中部分不够实用的内容。本版教材淡化学科

界限,围绕“基础课为专业课解惑、专业课渗透人文关怀、体现先进护理理念”的主线展开。第

2版教材经过精简、融合、重组、优化的精心打造,内容更加充实,更适用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模式,更能促进校内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与临床实际工作相结合,也更符合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

发展需求。
本套教材涉及面广,起点较高,涵盖了护理、助产专业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人

文课4个领域,可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基本满足了多数院校

的教学要求。欢迎各高等医学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有高职高专培养需求的医学院校

选用本套教材并对教材存在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



《人体解剖学》一书是全国高职、高专护理、助产专业规划教材。从2007年3月发行以来,

被全国高职、高专医学院校广泛采用。深受广大师生欢迎。

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根据《教育部关于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等相

关文件精神,此次由人民军医出版社组织编写了第2版。本教材始终围绕着培养目标:使学生具

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心理健康,能独立解决护理实

践中所出现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高层次技能型护理专门人才。

本书内容包括绪论、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脉

管系统、感觉器、神经系统和局部解剖学概要,系统地介绍了护理专业应掌握的人体结构基本

知识、各器官的位置、形态、结构和功能,与传统的同类教材相比,本书有如下特色:①紧扣培养

目标,着眼于培养实用性、技能型高级护理专门人才。在教材编写中,始终坚持“三基、五性”和

“必需、够用”的原则,对教材内容进行精简、融合和优化,适当地介绍了本学科研究的新知识、

新技术和新方法。②着重介绍了应用解剖方面的知识,如与注射、穿刺、插管、导尿、急救、神经

反射、生命体征等有关的应用解剖知识,使之更具有实用性。③内容精练,通俗易懂,图文并

茂,黑白图线条清晰,套(彩)色图层次分明,增加了可读性。

本书除可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护理、助产专业教材使用之外,还可作为执业资格考试和在职

医护人员晋级考试参考用书。

本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人民军医出版社“全国高等医学规划教材编写委员会”姚磊总编、

郝文娜主任和曾小珍编辑给予了很多支持和指导,江汉大学卫生技术学院傅汉萍、杨壮来负责

本书的统稿和插图的选择,修改、绘制工作,同时还得到了各参编院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的感谢!

热诚欢迎使用《人体解剖学》(第2版)及与之相配套的《人体解剖学要点提示与习题》的广

大教师和读者,在使用该书过程中指出错误和不足之处,以便修正使之日臻完善。

编 者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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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和地位

人体解剖学(humananatomy)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人类医学研究的对象是

人,只有在充分认识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判断人体的正常与异常。
因而人体解剖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主干课程。

二、人体解剖学的分科

人体解剖学分为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系统解剖学(systematicanatomy)是按照人体

的器官、系统阐述各器官形态结构的科学。局部解剖学(regionalanatomy)则是按照人体的部

位,由浅入深,逐层描述各部形态、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从临床外科应用的角度研究人

体形态、结构的解剖学称外科解剖学;用X线技术研究人体器官形态结构的学科称X线解剖

学;随着X线计算机断层成像、超声波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resonanceimaging,MRI)等诊

断技术的发展应用,研究人体层面形态结构的学科称断层解剖学;以分析研究运动器官形态,
提高体育运动效率为目的学科称运动解剖学;还有研究人体外形轮廓和结构比例,为绘画造型

打基础的艺术解剖学等。

三、人体器官的组成和系统的划分

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cell)。由许多形态和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结

合构成组织(tissue)。人体的组织有四大类,即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神经组织。几种

不同的组织构成具有一定形态、担负一定功能的结构称器官(organ),如肝、肾、心、肺、胃等。
由若干个功能相关的器官组合起来,完成某一方面的生理功能,构成系统(system)。人体有运

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生殖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脉管系统、感觉器官和神经系

统等。其中消化、呼吸、泌尿和生殖系统大部分器官位于胸、腹、盆腔内,并借一定管道直接或

间接与外界相通,故总称为内脏(viscera)。人体内的器官虽都有各自特定的功能,但他们在神

经体液的调节下,彼此联系、相互协调、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按照人体的形态,可分为头、颈、躯干和四肢等四大部分。头的前部称为面,后部称为颅。

颈的后部称为项。躯干又可分为胸、腹、盆、会阴和背,背的下部称腰。四肢分上肢和下肢,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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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分为肩、臂、前臂和手4部分,下肢又分为臀、股、小腿和足4部分(图0-1)。

图0-1 人体的划分

图0-2 人体解剖学姿势

四、人体解剖学标准姿势和基本术语

人体的构造十分复杂,为了准确描述人体各部、各器官的位置

关系,必须使用国际通用的统一标准和描述用的术语,以便统一认

识,避免混淆与误解。
(一)解剖学姿势

身体直立,两眼平视正前方,上肢自然下垂于躯干两侧,手掌

向前,下肢并拢,足尖向前的姿势称解剖学姿势(图0-2)。在描述

人体各部结构的相互关系时,不管被观察对象处于何种位置,均应

以解剖姿势为依据来描述人体结构及位置相互关系。
(二)方位

有关方位的术语,以解剖学姿势为准,可以正确的描述各结构

的相互位置关系。最常用的见图0-3。

1.上和下 靠近头者为上,近足者为下。上和下在胚胎学中

则分别采用头侧和尾侧。

2.前和后 近腹者为前,靠近背者为后。前和后在胚胎学中

则分别采用腹侧和背侧。

3.内侧和外侧 以身体正中矢状面为准,距正中矢状面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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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侧,离正中矢状面远者为外侧。在四肢、前臂的内侧又称尺侧,外侧又称挠侧。小腿的内

侧又称胫侧,外侧又称腓侧。

4.内和外 是表示与空腔相互位置关系的术语。在腔内或离腔较近的为内,反之为外。

5.浅和深 以体表为准,近体表者为浅,离体表远者为深。

6.近侧和远侧 多用于四肢。距肢体根部较近者称近侧,反之为远侧。
(三)轴
将人体假设为相互垂直的3种轴,即垂直轴、矢状轴和冠状轴。

1.垂直轴 上下方向,与地面垂直且与人体长轴平行、水平线垂直的轴,称垂直轴。

2.矢状轴 前后方向,与地面平行且与人体长轴垂直的轴,称矢状轴。

3.冠状轴 左右方向,与地面平行且垂直于矢状轴和垂直轴的轴,称冠状轴。
(四)面
将人体假设为相互垂直的3种面,即矢状面、冠状面与水平面(图0-4)。

图0-3 人体方位术语 图0-4 人体的轴和面

  1.矢状面 沿前后方向将人体分成左、右两部分的纵切面,称矢状面。其中,通过人体正

中线的矢状面,称正中矢状面,它将人体分成左、右对称的两半。

2.冠状面 从左右方向将人体分成前、后两部分的纵切面,称冠状面。

3.水平面 与矢状面和冠状面相互垂直且与地面平行的面,称水平面,又称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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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器官的切面时,则以器官自身的长轴为标准,与其长轴平行的切面称纵切面,与其

长轴垂直的切面称横切面。

五、学习人体解剖学的基本观点与方法

学习人体结构学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才能正确理解

人体形态结构及其演变规律。
(一)进化发展的观点

人类是亿万年来由低等动物进化发展而来,尽管现代人与动物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人体

的形态结构至今保留着许多与动物,尤其是与哺乳类动物类似的基本特征。即使是现代人,也
在不断地演化发展;人出生后也在不断地变化,个体间也存在着千差万别。不同人体器官的位

置,形态结构基本相同,但也会出现异常、变异。如出现多乳房、多指(趾)、马蹄肾等。因此,只
有用进化发展的观点学习人体结构学,才能正确、全面认识人体构造。

(二)形态和功能相互联系的观点

人体每个器官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器官的形态结构是完成功能的物质基础,如细长的骨骼

肌细胞,有收缩作用,因此由骨骼肌细胞构成的肌,与人体运动功能密切相关。功能的改变又

可影响该器官形态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如加强体育锻炼,可使骨骼肌细胞变粗,肌发达;长期

卧床,可导致骨骼肌细胞萎缩。一切生物体的形态结构与其功能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
(三)局部与整体统一的观点

人体是由许多器官组成的整体。局部与整体之间,在神经、体液的调节下,相互影响,彼此

协调,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整体。如跑步时人体各器官会加快氧的消耗,机体会以加快呼吸和

加快心跳来保证供氧。如脊柱的整体功能体现在各个椎骨和椎间盘的形态上,如某个椎间盘

的损伤则可影响脊柱的运动甚至脊柱的整体形态。
(四)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

要学习好人体解剖学知识,必须做到3个结合:①文、图结合,图是将名词概念形象化,学
习时做到文字和图形并重,两者结合,能帮助理解和记忆;②理论学习与观察解剖标本相结合,
通过对实物标本的观察、形成形象记忆,会起到“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③理论知识与临床应

用相结合,基础是为临床服务的,在学习过程中适度联系临床应用,可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对某

些结构的认识。必须重视实验课,充分观察解剖标本,模型和尸体,利用电化教具和联系活体

等实践性手段,加深印象,增进理解,帮助记忆。
(杨壮来)

1.人体器官的组成和系统的划分。

2.人体解剖学标准姿势和基本术语。

3.学习人体解剖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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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系统(locomotorsystem)由骨、骨连结和骨骼肌组成,占成年人体重的60%~70%。
骨和骨连结构成骨骼(skeleton),具有支持人体、保护体内脏器和运动等功能。骨骼肌(skele-
talmuscle)附着于骨上,具有收缩和舒张功能。肌收缩时能以关节为支点牵拉骨产生运动,维
持人体的各种姿势。肌或骨常在体表形成比较明显的隆起或凹陷,称为肌性标志或骨性标志。
在临床实践中﹐常利用这些体表标志来判定器官的位置,神经和血管的走向,选择手术切口部

位,以及作为穿刺、注射等定位的依据。

第一节 骨与骨连结

一、概 述

(一)骨
骨(bone)是坚硬并具有生命的器官,具有一定的形态和功能,每块骨由骨组织构成。活体

骨具有生长发育、自身修复和改造的能力。骨具有可塑性,经常锻炼可促进骨的发育,长期不

活动会出现骨质疏松。

1.骨的分类 成年人全身共有206块骨,按部位可分为躯干骨、颅骨和四肢骨。其中躯干

骨51块,颅骨23块,上肢骨64块,下肢骨62块,听小骨6块(图1-1)。
根据骨的外形,骨可分为长骨、短骨、扁骨和不规则骨4类。
(1)长骨(longbone):呈长管状,有一体两端,体又称骨干或骨体,其内的空腔称骨髓腔,

容纳骨髓。骨的两端膨大称骨骺。干与骺之间称干骺端,幼年时有骺软骨,其细胞不断分裂并

骨化,使骨加长。成年后,骺软骨骨化,干与骺融为一体,其间留有骺线。骨干表面有1~2个

血管出入的孔称滋养孔。长骨主要分布于四肢,如肱骨、股骨等。
(2)短骨(shortbone):呈短立方形,短小,如腕骨、跗骨等。
(3)扁骨(flatbone):扁薄呈板状,主要构成颅腔、胸腔和盆腔的壁,如顶骨、胸骨、髋骨等。
(4)不规则骨(irregularbone):形状不规则,如椎骨和颞骨等。
此外,还有位于肌腱内的骨称籽骨,在运动中起减少摩擦和转变肌牵引方向的作用,如髌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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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人体的骨骼(前面)

  2.骨的特定结构和名称 骨的表面因受肌的牵拉,韧带附着以及血管、神经和邻接脏器的

压迫等原因,形成了特定的结构:①骨面突起,常称为突、棘、粗隆、结节、嵴和线等;②骨面凹

陷,如窝、凹、沟和压迹等;③骨内空腔,如腔、窦、房、管、道、口、孔和裂孔等;④骨端膨大,如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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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头、髁等;⑤平滑骨面,又称面,面的边缘称缘,边缘的缺损称切迹。

3.骨的构造 骨由骨膜,骨质和骨髓3部分构成(图1-2)。

图1-2 骨的构造

(1)骨膜(periosteum):为致密结缔组织构成的膜,被覆于骨的内、外表面。被覆于骨外表

面的称骨外膜,较厚;衬于骨髓腔内面或骨松质腔隙内的称骨内膜,较薄。骨膜含有丰富的血

管、淋巴管和神经,对骨的生长、修复再生及营养、感觉等有重要作用。
(2)骨质(bonysubstance):分为密质骨和松质骨。密质骨致密坚硬,抗压性强,配布于骨

的外层。松质骨位于骨的内部,由相互交织排列的骨小梁构成,结构疏松呈海绵状,松质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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