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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都表明，职业教育是提高国
家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作为高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卫生职业教育的
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家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技能型、应用型医疗卫生人才。截
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各类医药卫生类高职高专院校已达３４３所，年招生规模超过２４万
人，在校生７８万余人。

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要求高等卫生职业教育也应顺应形势调整目标，根据医学发
展整体化的趋势，医疗卫生系统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各种专业的医学专门人才。护理
专业与临床医学专业互为羽翼，在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护理专业已列入国
家紧缺人才专业，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到２０１５年我国对护士的需求将增加到２３２．３万
人，平均每年净增加１１．５万人，这为护理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也对
高等卫生职业教育如何进行高素质技能型护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职业
教育必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在全社会实行学业证书、执
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上述文件均为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具有战略
意义的指导意见。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既具有职业教育的普遍特性，又具有医学教育的
特殊性，护理专业的专科人才培养应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根本，与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紧密结合，力求满足学科、教学和社会三方面的需求，把握专科起点，突出职业教育特
色。高等卫生职业教育发展的形势使得目前使用的教材与新形势下的教学要求不相
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强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成为各院校的迫切要求，新一
轮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为了顺应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在认真、细致调研的基
础上，在教育部高职高专医学类及相关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和部分高职高
专示范院校领导的指导下，我们组织了全国３０所高职高专医药院校的２００多位老师
编写了这套秉承“学业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并重”理念的全国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
专业“双证书”人才培养“十二五”规划教材。本套教材由国家示范性院校引领，多所学
校广泛参与，其中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老师占７０％，每门课程的主编、副主编均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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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体形态结构·

自高职高专医药院校教学一线的教研室主任或学科带头人组成。教材编写过程中，全
体主编和参编人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和细致的分工，在教材编写体例和内容上均有所
创新，各主编单位高度重视并有力配合教材编写工作，责任编辑和主审专家严谨和忘
我地工作，确保了本套教材的编写质量。

本套教材充分体现新一轮教学计划的特色，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贴
近学生的原则，体现教材的“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实践技能）及“五性”（思
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要求，着重突出以下编写特点。

（１）紧跟教改，接轨“双证书”制度。紧跟教育部教学改革步伐，引领职业教育教
材发展趋势，注重学业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２）创新模式，理念先进。创新教材编写体例和内容编写模式，迎合高职高专学
生思维活跃的特点，体现“工学结合”特色。教材的编写以纵向深入和横向宽广为原
则，突出课程的综合性，淡化学科界限，对课程采取精简、融合、重组、增设等方式进行
优化，同时结合各学科特点，适当增加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知识，提升专业课的文化层
次。

（３）突出技能，引导就业。注重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专业课围绕高素质技能型
护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强调突出护理、注重整体、体现社区、加强人文的原则，构建以护
理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
识传授与能力、素质培养的结合。

（４）紧扣大纲、直通护考。紧扣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教学大纲和最新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随章节配套习题，全面覆盖知识点与考点，有效提高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通过率。

这套规划教材作为秉承“双证书”人才培养编写理念的护理专业教材，得到了各学
校的大力支持与高度关注，它将为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作出应
有的贡献。我们衷心希望这套教材能在相关课程的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得到读者
的青睐。我们也相信这套教材在使用过程中，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和实际问题的解
决，不断得到改进、完善和提高。

全国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双证书”人才培养“十二五”规划教材
编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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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人体形态结构》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精心组织下，由多所高等医学院
校的专业教师共同编写的全国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双证书”人才培养“十二
五”规划教材。本教材可供全国高职高专护理、助产等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作为从事护
理工作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学习参考资料。

本教材的编写遵循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和启发性原则，结合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双证书”人才培养目标，重点体现本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注重内容的紧密、连贯、系统、精炼，编写风格简洁实用、通俗易懂。在每章前增设了学
习目标，使教材使用者在学习时更有针对性；在正文中插入了适量与专业特点相关的
知识链接，既可扩大使用者的知识面，又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习潜能；本教材
同时附有参考文献，使教材中的新知识点和临床应用要点有据可查，便于学习者进一
步查询；教材中的插图经过精选且绝大多数采用彩印，图像清晰，结构分明，有利于使
用者加深理解、自我学习。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江西护理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医科大学高等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医学院从化学院、湖北
职业技术学院、铁岭卫生职业学院、枣庄科技职业学院、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漳
州卫生职业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等学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
谢。

由于编写时间紧、任务重，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故书中难免有不妥及疏漏之处，敬
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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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１．掌握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定义和分科、解剖学姿势、常用的方位术语。

２．熟悉人体的组成和系统的划分。

３．了解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在医学中的地位及学习方法。

一、正常人体形态结构概述

正常人体形态结构是一门形态科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规
律的学科，是医学、护理教育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它与医学各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确理解和掌握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知识，是学习其他医学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必
要条件。只有在充分认识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体的生理功
能和病理变化，进一步学习有效的预防、治疗和护理方法，协助患者康复。

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包括人体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
人体解剖学是通过解剖操作，用肉眼观察的方法研究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按其

研究和叙述的方法不同，通常分为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等学科。系统解剖学是按
照人体各功能系统（如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研究并阐述各器官形态结构的科学；局部
解剖学是按照人体的部位（如头部、躯干），由浅入深逐层研究并描述各部形态、结构及
其相互关系的科学。

组织学是借助显微镜观察和研究正常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的细微结构的科学。

胚胎学是研究人体在发生、发育和成长过程中形态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

二、人体的组成和分部

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许多形态结构相似、功能相近的细胞借细胞
间质结合在一起构成组织。人体的基本组织分为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神经
组织４类。几种不同的组织按一定的规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具有一定形态，完
成一定功能的结构称为器官，如胃、心、肝、肾等。人体的诸多器官按功能的差异，分类
组成９大系统，分别为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脉管系统、

感觉器、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人体各系统在神经、体液的调节下，彼此联系，相互
协调，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进行正常的功能活动（图０－１）。

人体从外形上可分成头、颈、躯干和四肢４部分。头部又分为颅和面２部分，躯干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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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又可分为背部、胸部、腹部、盆部、会阴部。四肢可分为上肢和下肢，上肢分为肩、上
臂、前臂和手４部分，下肢又分为臀、大腿、小腿和足４部分。

图０－１　人体的组成

三、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常用术语

人体的构造十分复杂，为了准确描述人体各部结构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国际上
制定了公认的人体标准解剖学姿势和常用的方位术语。

（一）解剖学姿势
身体直立，两眼平视前方，上肢自然下垂于躯干两侧，掌心向前，下肢并拢，足尖向

前，这样的姿势称为解剖学姿势（图０－２）。

（二）常用的方位术语

１．上和下

近头者为上，近足者为下。在胚胎学中，上和下则分别采用头侧和尾侧的说法。

２．前和后

近腹者为前，近背者为后。前和后在胚胎学中则分别采用腹侧和背侧的说法。

３．内侧和外侧

以身体正中面为准，距正中面近者为内侧，距正中面远者为外侧。如眼位于鼻的
外侧，而在耳的内侧。在四肢，前臂的内侧又称尺侧，外侧又称桡侧；小腿的内侧又称
胫侧，外侧又称腓侧。

４．内和外

内和外是描述空腔器官相互位置关系的术语。在腔内或离腔较近的为内，远离腔
者为外。

５．浅和深

以体表为准，离体表近者为浅，离体表远者为深。如静脉因距体表远近的不同，而
分为浅静脉和深静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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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０－２　人体解剖学姿势、轴和面

６．近侧和远侧

多用于四肢，距肢体根部较近者为近侧，反之为远侧。如桡尺近侧关节、桡尺远侧
关节。

（三）轴
轴可设置于人体任何部位，主要与关节运动有关。以解剖学姿势为准，可将人体

设计３个互相垂直的轴（图０－２）。

１．矢状轴

矢状轴为前、后方向的水平轴。

２．冠状轴

冠状轴为左、右方向的水平轴，与人体的矢状轴互相垂直。

３．垂直轴

垂直轴为上、下方向，与人体的长轴平行，且与上述两轴互相垂直。

（四）面
参照上述三种轴的方位，可将身体或任何局部切成相互垂直的３种切面（图－０２）。

１．矢状面

矢状面是沿矢状轴（即前后）方向，将人体纵切为左、右两部的切面。通过人体正
中的矢状面称正中矢状面，其将人体分为左、右相等的两半。

２．冠状面

冠状面又称额状面，是沿冠状轴（即左右）方向，将人体纵切为前、后两部的切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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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水平面

水平面又称横断面，为沿水平线，将人体分为上、下两部的切面，与上述二面相
垂直。

在描述器官的切面时，沿其长轴所做的切面称纵切面，与长轴垂直的切面称横
切面。

四、学习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方法

学习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必须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形态结构和功能相互依存、局部
和整体相互统一以及进化和发展等观点，正确理解人体形态结构及其演变规律。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
正常人体形态结构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学习本课程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要重视图、文结合以及对实物标本和模型的观察，建立感性认识，帮助理解和记忆；
要重视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特别是相关的护理操作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解
剖学名词的命名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要重视命名的规律，努力归纳、理解各个解剖
学名词，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对于准确、牢固地记住所学知识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形态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的观点
器官的形态结构是实现器官功能的物质基础，功能的改变又可影响器官形态结构

的变化，因此，形态结构与功能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在学习时，将形态结构与功
能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三）局部与整体相互统一的观点
人体是由多个器官、系统有机组合而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一个器官或系统

都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学习时
要从单一器官、系统入手，但必须注意从整体上观察、学习各器官、系统的形态结构，注
意器官、系统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防止片面、孤立地认识器官、系统。

（四）进化和发展的观点
人类是由古生物经过长期进化发展而来，其形态结构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

单到复杂的演变，与其他动物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人体的形态结构至今仍保留着许
多其他生物特别是脊椎动物的基本特征。另外，即使是现代人本身，也处于不断进化
和发展中。不同人体的器官的位置、形态结构基本相同，但个体间存在着千差万别，还
会出现变异和异常。因此，只有用进化和发展的观点来理解人体的形态结构和功能，
才能正确、全面认识人体。

（刘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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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人体的细胞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点。不同的细胞虽
然其外部形态、内部结构间存在极大的差异，但都有共同的基本结构。

许多功能相关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结构称
为组织。人体组织根据其来源、结构和功能特点，可分为上皮组织、结缔组
织、肌组织和神经组织，这４类组织称为基本组织。它们有机结合共同构
成人体的器官和结构。

本篇主要介绍人体细胞的基本结构和４类基本组织。各种细胞的形
态、结构与组织层次特点将在各章节分别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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