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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教材是根据国务院关于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精神，本着 “以
服务为宗旨，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卫生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坚持以就业为导
向，以能力为本位的指导思想。注重 “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保证 “五性”，即先进性、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和适应性。力求卫生职
业教育与岗位 “零距离”，以培养适应社区、农村的技能型、服务型卫生技术人
才。

本教材除绪论外，由细胞、基本组织、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
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脉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感觉器官、人体胚
胎概要共十二章组成。教材主要有以下特点：①突出 “三贴近”，即贴近社会、
贴近岗位、贴近学生。强调职业需要，以够用为原则，删除高深繁琐内容。

②每章前的引导学习目标，适应中职学生年龄特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
力。③临床知识链接穿插在正文中，更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科学进取的精
神。④每章后的复习思考题，具有很强的启发性，紧扣职业证书、职业教育考
试，供教师辅导和学生学习参考应用。全书配有精美插图３３０余幅，书中解剖
学名词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公布的 《人体解剖学名词》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为准；计量单位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
本教材编写人员来自省十余所院校，由资历较深的教授、副教授、高级讲

师担任。在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认真负责，呕心沥血，参考了本专业相关教
材，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同时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医
学分院、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卫生学院、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学院、仙桃
职业学院医学院、咸宁卫生学校、襄樊市护士学校、随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
领导及解剖学同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写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难免，敬请解剖学同
行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

雷良蓉
２０１０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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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　　论

? 学习目标

１．掌握：正常人体结构的定义，说明其在护理中的地位，解释细胞、组织、器官、系
统和内脏的概念。

２．熟悉：正常人体结构的方位术语。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习方法学好正常人体结构。

一、正常人体结构的定义及其在护理中的地位

正常人体结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生、
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包括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三部分。解剖学 （Ａｎａｔｏｍｙ）是凭肉眼观
察的方法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组织学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是借助显微镜观察的方法研究
正常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微细结构的科学。显微镜有光学显微镜 （ｌｉｇｈ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简
称光镜）和电子显微镜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简称电镜）。所以，微细结构也分光镜结构和
电镜结构。胚胎学 （ｅｍｂｒｙｏｌｏｇｙ）是研究人体在发生、发育过程中，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

由于研究的角度、手段和目的的不同，人体解剖学又分为若干门类，如按人体功能系统
阐述多器官形态结构的科学称系统解剖学，一般所言的解剖学就是指系统解剖学。在系统解
剖学的基础上，按人体结构的部位，由浅入深侧重研究各局部深浅结构的形态及毗邻关系的
科学称局部解剖学；从临床应用的角度研究人体形态结构的称临床解剖学；以研究人体生
长、发育、年龄变化为特征的成长解剖学；用Ｘ线观察人体器官形态结构的Ｘ线解剖学，
以研究人体各器官的断面形态、结构的断面解剖学；以分析研究运动器官的形态，提高运动
效率为目的的称运动解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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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人体结构与医学各学科有紧密的联系，在护理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一门重要的护
理基础课。学习正常人体结构的目的，就是从护理专业的实际出发，全面系统地掌握人体的
形态结构，为学习其他护理基础课程和护理专业课程奠定基础。因为只有在充分认识正常人
体形态结构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才能正确认识疾病的发
生、发展和演变规律，进而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为患者服务。因此，每个护士都应该学好这
门课程。

二、学习正常人体结构的方法

学习正常人体结构，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正常人体的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规
律，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具备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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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化发展的观点
人类是亿万年来由低等动物逐渐发展进化而来的。人体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

复杂的演化过程。学习正常人体结构，应该运用科学、发展的观点，适当联系种系发生和个
体发生知识，这样既理解了正常人体结构的知识，又加深了对人体的由来及其发展规律的认
识，从而将孤立、分散的器官形态彼此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形成更加接近事物内在本
质的科学知识，不断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二）形态与功能相互依存的观点
形态结构与功能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影响的。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每个器官都形成了特

定的功能，如眼和鼻的形态结构分别适应了视觉和听觉功能的实现。功能的改变可影响器官
的形态，如人类因为劳动和直立，上、下肢的形态与功能有了明显的差异。坚持锻炼，可使
肌肉发达，骨骼粗壮；长期卧床，缺少锻炼，则导致肌肉萎缩，骨质疏松。

（三）局部与整体统一的观点
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器官系统有各自的形态与功能，相对独立而存在；但对于整

体而言，一个器官或一个局部都是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能离开整体而独立存活。学
习中不仅要把握每个器官、系统或局部的形态结构，还应该注意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把握各
器官、系统或局部在整体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联系。

（四）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
正常人体结构是一门形态科学，涉及的名称多、记忆量大，学习过程中需要将理论与实

验、观察尸体标本和活体观察以及必要的临床应用联系起来，还要密切结合教材、标本、模
型、图谱，利用现代学习手段，帮助记忆和加深立体印象。这样在学习过程中既有理论指导
实践，又能在实践中验证理论，从而获得更加完整的正常人体结构知识。

三、人体器官的组成和系统的划分

细胞 （ｃｅｌｌ）是人体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基本单位。由许多形态和功能近似的细胞与
细胞间质共同组成组织 （ｔｉｓｓｕｅ）。构成人体的组织有４种：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
神经组织。上述４种组织是构成人体器官和系统的基础，故又称基本组织 （ｂａｓｉｃ　ｔｉｓｓｕｅ）。

由几种不同的组织结合在一起，构成具有一定形态和功能的结构，称器官 （ｏｒｇａｎ）。如心、

肺、肝、肾等。许多在结构和功能上密切联系的器官结合在一起，共同执行某种特定的生理
活动，即构成系统 （ｓｙｓｔｅｍ）。人体共有９大系统，即运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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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和感觉器。这些器官系统彼此相互联
系和相互制约，通过神经和体液调节，在身体内执行不同的生理功能。

人体可分为头、颈、躯干和四肢。头又可分为颅部和面部；躯干又可分为胸部、腹部和盆
部；四肢又可分为上肢和下肢。上肢再分为肩、臂、前臂和手。下肢再分为臀、股、小腿和足。

四、正常人体结构的方位术语

为了说明人体各部解剖的位置关系，特规定解剖学姿势、方位、轴和切面的术语。

（一）解剖学姿势
身体直立，两眼向正前方平视，上肢自然下垂于躯干两侧，下肢并拢，手掌和足尖向前

（图绪－１）。

２ 正常人体结构



图绪－１　解剖学姿势

（二）方位术语
以解剖学姿势为准，近头者为上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近足者为下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距身体腹侧面近

者为前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又称腹侧 （ｖｅｎｔｒａｌ），距身体背侧面近者为后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又称背侧
（ｄｏｒｓａｌ）。以身体正中面为准，距正中矢状面近者为内侧 （ｍｅｄｉａｌ），远者为外侧 （ｌａｔｅａｌ）。

在四肢，前臂的内侧也叫尺侧 （ｕｌｎａｒ），外侧也叫桡侧 （ｒａｄｉａｌ）；小腿的内侧也叫胫侧
（ｔｉｂｉａｌ），外侧也叫腓侧 （ｆｉｂｕｌａｒ）。凡有空腔的器官，在腔里者为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在腔外者
为外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以体表为准，近表面者为浅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距表面远者为深 （ｐｒｏｆｕｎｄ）。

在四肢根据距离躯干的远近，而有远侧和近侧的区别。
（三）轴的术语
轴可设置于人体任何部位，尤与关节运动有密切关系。轴可分为垂直轴、矢状轴和冠状

轴３种 （图绪－２）。

图绪－２　人体的轴和面

３绪　　论



１．垂直轴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ｘｉｓ）　垂直于地面，呈上下方向的轴。

２．矢状轴 （ｓａｇｉｔｔａｌ　ａｘｉｓ）　前后方向的水平轴，与垂直轴直角相交。

３．冠状轴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ａｘｉｓ）　左右方向的水平轴，与上述两轴垂直相交。
（四）切面术语
解剖学中常用的切面有３种：

１．矢状面 （ｓａｇｉｔｔａｌ　ｐｌａｎｅ）　于前后方向将人体纵切为左右两部，其断面即矢状面。若
矢状面将人体分为左右相等的两半者，该面即为正中矢状面中面。

２．冠状面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ｅ）　于左右方向，将人体纵切为前后两部，其断面即冠状面。

３．水平面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ｅ）　与矢状面、冠状面相垂直，将人体横切为上下两部的面
称为水平面。

若以器官本身为准，沿其长轴所作的切面为纵切面，与长轴垂直的切面为横切面。

复习思考题

１．名词解释：细胞、基本组织、解剖学姿势。

２．试述正常人体结构的定义及学科分支。

（雷良蓉）

４ 正常人体结构



第一章　细　　胞

? 学习目标

１．掌握：细胞的３部分结构；各种细胞器及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细胞增殖周期的分期。

２．熟悉：细胞膜的功能；细胞增殖周期的概念。

３．了解：细胞的形态、结构与其功能的关系。

一、细胞的概况

细胞 （ｃｅｌｌ）是构成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基本单位，是机体生长、发育的基础。人体细胞
形态多样，有球形、方形、柱状形等。其大小差异很大，大多数细胞直径仅有几个微米，有
的可达到３０μｍ以上。

尽管细胞的形态、大小各异，但其结构基本相同。用光学显微镜观察，细胞均可分为细
胞膜 （ｃｅｌ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细胞质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和细胞核 （ｎｕｃｌｅａｒ）３部分 （图１－１）。随着电
子显微镜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３层结构的旧观念。根据细胞内部许多结构类似细胞膜的结
构，把细胞分为膜相结构和非膜相结构２部分 （图１－２）。

图１－１　细胞的种类



图１－２　细胞的电镜结构

二、细胞的结构

（一）细胞膜
细胞膜，又称细胞质膜，是细胞的最外层结构。细胞膜不仅存在于细胞表面，而且在细

胞内还有丰富的膜相结构，这些存在于某些细胞器表面和细胞核的核膜都属于同样的膜相结
构，称为生物膜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１．细胞膜的超微结构　通过电镜观察，细胞膜呈现 “两暗夹一明”的３层结构，即内
外两层较暗，电子密度高，中间为透明层，电子密度低。具有这种蛋白质－类脂－蛋白质３层
结构的膜，称为单位膜 （图１－３）。细胞膜主要由类脂、蛋白质和糖类组成，其中类脂和蛋
白质是主要成分。细胞膜的分子结构是指膜中各种化学成分的排列和组合形式。

目前比较公认的是 “液态镶嵌模型”学说，膜的分子结构以液态的类脂双分子层为基
架，其中镶嵌着具有各种生理功能的球状蛋白质，这一模型也可以被称为类脂－球蛋白质镶
嵌模型。

（１）膜类脂双分子层：细胞膜中的类脂分子以磷脂为主，磷脂分子呈圆头长杆状，有极
性，圆头部为亲水端，朝向膜的内外表面；尾部为疏水端，伸入膜的内部 （图１－３）。在正
常情况下，类脂双分子层处于液态，并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对膜进行正常生理功能是十分
必要的。

６ 正常人体结构



图１－３　生物膜分子的结构图

（２）膜蛋白质：根据膜蛋白与类脂双分子层结构的关系，可分为表在蛋白和镶嵌蛋白两
类。①表在蛋白：又称为膜周边蛋白，附着于细胞膜的内表面，参与细胞膜的变形运动、吞
噬和分裂功能。②镶嵌蛋白：又称为膜内在蛋白，是嵌入类脂双分子层中的蛋白质，是膜蛋
白的主要存在形式。

（３）膜糖：含量较少，主要是一些多糖，与膜类脂、膜蛋白结合成糖脂和糖蛋白，其糖
链突出于细胞膜的外表面，这种外伸糖链所形成的结构称为糖衣或细胞衣。糖衣有多种功
能，为细胞膜的保护层，与细胞粘连、细胞识别和物质交换等有密切关系。

２．细胞膜的功能　细胞膜的功能是多方面的：①维持细胞的形态。②构成细胞屏障，

保护细胞内容物，抵御外界有害物质进入。③选择性地进行细胞内外物质交换。④构成细胞
的支架。⑤与细胞粘连、细胞识别和细胞运动等有关。⑥上述嵌入蛋白质的功能也是细胞膜
的功能。

（二）细胞质
又称细胞浆，位于细胞膜与细胞核之间，由基质、细胞器和包含物组成，是细胞新陈代

谢和物质合成的重要场所。

１．基质　是细胞质的基本成分，呈均质的胶状。

２．细胞器　位于细胞质内，是具有一定形态结构及生理机能的有形成分。
（１）线粒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普遍存在于各类细胞内 （除成熟的红细胞外）。光镜下呈

线状、颗粒状或杆状。电镜下为椭圆形或圆形小体，是由两层单位膜构成的膜性囊，外膜光
滑，内膜向线粒体腔内折叠形成线粒体嵴。线粒体内含有多种酶，参与生物氧化和ＡＴＰ的
形成。细胞生命活动中需要的能量约有９５％来自线粒体，故线粒体是细胞内的供能站。近
年来研究发现，线粒体除了供能之外，还可以独立合成蛋白质，进行自我复制。

（２）核糖体 （ｒｉｂｏｓｏｍｅ）：又称核蛋白体，电镜下观察为椭圆形颗粒状小体，直径为

１５～２５ｎｍ，主要由核糖核酸 （ＲＮＡ）和蛋白质构成。ＲＮＡ有游离核糖体和附着核糖体两
种存在形式。主要参与分泌蛋白质的合成，如酶、抗体和蛋白质类激素等。

（３）内质网 （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是由一层单位膜围成的大小不同的管状或泡状
的膜性结构，并互相沟通连接成网。根据其表面有无核糖体附着而分为粗面内质网和滑面内
质网。①粗面内质网：即ＲＥＲ，多为扁平囊状，其表面附着有许多核糖体，核糖体是合成
蛋白质的部位。②滑面内质网：即ＳＥＲ，表面光滑，无核糖体附着，内含多种酶系，可参
与多种代谢活动。

（４）高尔基复合体 （Ｇｏｌｇｉ　ｃｏｍｐｌｅｘ）：是位于细胞核附近的膜状囊泡，又称内网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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