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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众所周知，在学习《药理学》过程中，学习者往往感觉非常吃力。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由于《药理学》教材中涉及的药物较多；另一方面，《药理学》是阐明药物

的具体机理的学科，既然要阐明机理，必然会涉及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所以，没有

一定的相关学科作基础，学习理解药物的具体作用机理自然会感觉相当困难。 

本书根据中医院校《药理学》本科教材及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培训教材《药理

学基础》为蓝本，针对教学大纲中的重点要点，并结合教师的教学经验及学生学习中

的一些问题，并参阅了《实用内科学》、《药理学基础》、《病理生理学》、《生物化学》、

《临床病理生理学》、《生理学》、《病理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等教材，详尽地介绍

了《药理学》中的教学重点内容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 

本书突出的是学习《药理学》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学科，它囊括了基础医学（如：

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正常人体解剖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

传学等）、临床医学（诊断学、内科学、临床病理生理学等）、药学（药物化学、药剂

学等）。凡是在《药理学》学习中涉及到的相关学科，我们尽可能做以简明扼要的介

绍，让学习者不用再为这些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发愁。 

全书共分为 6篇，48章，分别从人的基本解剖结构、细胞和分子知识、病原生物

学知识、临床各科疾病知识、药物化学知识、临床疾病分类与诊断等角度来介绍。各

篇中又分为若干章节，详尽介绍与《药理学》的相关内容。 

编写时尽量做到全面。但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会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诚

情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年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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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人的基本结构 

第一章  运动系统 

在各种生命体中人体是最复杂、最高度统一协调的机体。为了正确理解疾病的发

生、发展过程，以及药物与机体的相互作用，必须首先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及其相应

功能。 
人体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细胞之间存在一

些不具细胞形态的物质，称为细胞间质。许多形态和功能相似的细胞与细胞间质共同

构成组织。人体组织分为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它们是构成人

体各器官和系统的基础，故又称基本组织。由几种组织互相结合，成为具有一定形态

和功能的结构，称为器官，如心、肝、脾、肺、肾等。在结构和功能上密切相关的一

系列器官联合起来，共同执行某种生理活动，便构成一个系统。人体可分为运动、消

化、呼吸、泌尿、生殖、循环、内分泌、感觉及神经九个系统。各系统在神经系统的

支配和调节下，既分工又合作，实现各种复杂的生命活动，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

有机体。 
（1）神经系统  包括脑、脊髓、脑神经和脊神经等。 
（2）循环系统  包括心、血管、淋巴器官、淋巴管等。 
（3）血液系统  包括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及有关造血组织等。 
（4）呼吸系统  包括鼻、咽、喉、气管、支气管和肺等。 
（5）消化系统  包括口腔、咽、食管、胃、小肠、大肠等消化管及消化腺等。 
（6）泌尿系统  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等。 
（7）生殖系统  男性包括睾丸、副睾、输精管、精囊腺、前列腺及外生殖器。

女性包括卵巢、输卵管、子宫、阴道、乳房及外生殖器。 
（8）内分泌系统  包括脑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胰岛等内分泌腺 

及散在的内分泌细胞。 
（9）运动系统  包括骨、骨骼肌、骨连结等。 
除此之外，人体还有皮肤和感觉器官。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之一，内有汗腺、

皮脂腺和毛发等。感觉器官包括视觉器官、听觉器官、嗅觉器官和味觉器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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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系统在神经、体液的调节下，互相协调，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体。 
一个系统是由若干器官联合在一起为完成某一方面的生理功能而构成的。一个器

官则是由几个不同的组织结合而成，并具有一定形态和功能的结构。组织则是由许多

形态和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因此，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

能的基本单位。细胞可以完成一切生命活动，包括代谢、呼吸、消化、排泄、生殖等

生理过程。 

一、运动系统 

运动系统由骨、骨连结和骨骼肌三部分组成，在神经系统支配下进行活动。骨和

骨连结构成人体的支架，称骨骼。骨骼肌附于骨的表面。运动是由肌收缩牵引骨骼而

产生的。在运动中，骨骼肌是运动的动力，骨是运动的杠杆，骨连结是运动的枢纽。

成人有骨 206块，约占体重的 20%。运动系统约占人体重 60%，构成人体的基本轮廓。 
（一）骨的分类 
根据骨在体内的部位，可分为躯干骨、颅骨和四肢骨 3类（上肢骨、下肢骨四部

分）；根据骨的外形又可将骨分为 4类。 
1．长骨  长骨主要分布于四肢，在运动中起杠杆作用。 
长骨呈管状，又称管状骨。两端较膨大称骨骺。中部较细称为骨体或骨干。骨体

内有骨髓腔，其中充满骨髓。骨干表面一定部位可见到通向骨髓腔的滋养孔，有血管、

神经通过。 
幼年时，骨体骨骺之间以骺软骨相隔，由于骺软骨不断生长、骨化，使骨增长。

成年后，骺软骨停止生长，形成骨干与骨骺之间的骺线。20岁左右，骺软骨骨化，骺
与骨干互相愈合，形成一骨，骨的长度也就不再增长。其骨化愈合处，呈一粗线状，

称为骺线。 
2．短骨  一般呈立方形，富于耐压性，往往集群地连接在一起，多位于既承受

重量又运动复杂的部位，如腕部和足的后部的小骨块。 
3．扁骨  扁骨扁薄如板状，分布于头、胸等处，主要构成骨性腔壁，对腔内器

官具有保护作用，如颅盖骨、胸骨、肋骨等。 
4．不规则骨  形态多样，如椎骨、蝶骨等。有些不规则骨，具有空腔，含有空

气，称含气骨。如位于鼻腔周围的上颌骨、额骨等。 
此外，在某些肌腱或韧带内有形如豆状的籽骨，多位于手掌和足底着力点，它在

运动中使肌腱较灵活地滑动于骨面，从而减轻摩擦，并改变骨骼肌牵引方向。 
（二）骨的构造 
骨由骨膜、骨质和骨髓构成，并有神经和血管的分布。 
1．骨膜  骨膜是一层致密结缔组织膜，紧贴于关节面以外的骨表面以及骨髓腔

的内面的骨膜，分别称为骨外膜和骨内膜。一般所指的骨膜为骨外膜。骨膜内含有丰

富的神经和血管，故感觉敏锐，并对骨的营养和生长有重要作用。 
2．骨质  骨质是骨的主要成分，分骨密质和骨松质两种。骨密质特点为坚硬、

致密、抗压及抗扭曲力强，由有规则而且排列紧密的骨板构成，分布于骨的外表面及

长骨骨干。骨松质位于长骨骺端的内部和短骨、扁骨、不规则骨的内部。骨松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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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松，呈骨蜂窝状，由许多交织成网的杆状或片状骨小梁构成。 
3．骨髓  骨髓为柔软而富有血液的组织，充填于骨髓腔和骨松质的间隙内，可

分为红骨髓和黄骨髓两种。红骨髓具有造血功能，内含不同发育阶段的血细胞（红细

胞）和某些白细胞。在胎儿和幼儿时期，骨髓腔内全部是红骨髓，随着年龄的增长（5
岁以后），长骨内的红骨髓逐渐被脂肪组织所取代，成为无造血功能的黄骨髓。但在

骨骺、短骨及扁骨的骨松质内，终生存在保持造血功能的红骨髓。临床上常在髂骨的

髂嵴和胸骨等处，作骨髓穿刺，抽取骨髓进行检查，帮组诊断血液疾病。当大量失血

和贫血时，黄骨髓又能转化为红骨髓，恢复造血功能。 
（三）骨的连结 
骨与骨之间的连结装置，称骨连结。其连结方式，因骨的形态和功能不同而异，

可分为直接连结和间接连结（直接连结多位于颅骨及躯干骨之间；间接连结多见于四

肢骨之间，以适应人体的活动）。关节是人体骨连结的主要形式。 
在骨的关节面上，有透明软骨构成的关节软骨覆盖，具有减少摩擦、增强关节灵

活性的作用。 
1．直接连结  指两骨间借纤维结缔组织或软骨相连，其间无间隙，不能活动或

仅有轻微的活动。根据连接组织的不同，直接连接分为纤维连结和软骨连结。 
（1）纤维连结  两骨之间借纤维结缔组织相连。如颅骨的缝连结、椎骨刺突间

的韧带连结和前壁骨间膜等。 
（2）软骨连结  两骨之间借软骨相连。软骨具有弹性和韧性，有缓冲震荡的作

用，如椎体间的椎间盘和耻骨间的耻骨联合。 
纤维连结和软骨连结如发生骨化，则成为骨性结合，如各骶椎间骨性愈合，坐骨、

耻骨和髂骨之间的骨性结合。 
2．间接连结  又称关节，其特点是两骨之间借膜性囊互相连结，其间具有腔隙

及滑液，有较大的活动性。关节包括主要结构和辅助结构两部分。 
（1）关节的主要结构  包括关节面、关节囊和关节腔。这些结构为每个关节必

有的基本结构。①关节面：是两骨互相接触的光滑面，构成关节的骨面，通常一骨形

成凸面，称关节头；另一形成凹面，称关节窝。关节面覆盖一层关节软骨，关节软骨

很光滑，可以减少运动时的摩擦，同时软骨富有弹性，可以减缓运动时的冲击。②关

节囊：由结缔组织构成，附着于关节面周缘及附近的骨面上，封闭关节腔，可分为内、

外两层。③关节腔：是由关节囊滑膜和关节软骨共同围成的的密闭窄隙，其内有少量

滑液。关节腔内为负压，对维持关节的稳定性有一定的作用。 
（2）关节的辅助结构  除上述基本结构外，某些关节为适应其特殊功能，需要

一些辅助结构，包括韧带、关节盘和关节唇。①韧带：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位于关

节周围或关节囊内，分别称为囊内韧带或囊外韧带。有增加关节稳固性和限制关节过

度运动的作用。②关节盘：位于两关节面之间的纤维软骨板，其周缘附着于关节囊，

多呈圆形，中间稍薄，周缘略厚，把关节腔分成两部分。膝关节内的纤维软骨板呈半

月形，称为关节半月板。关节盘使两个关节面更为适合，增加了运动形式和范围，并

有缓和与减少外力冲击和震荡的作用。③关节唇：为附着于关节窝周缘的纤维软骨环，

有加深关节窝，并扩大关节面的作用，使关节更加稳固，如髋臼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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