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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生理》

前言

　　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教材建设的
若干建议》等文件精神指导下，经“全国高职高专农林牧渔类专业教育质量及教材建设研讨会”研讨
，结合“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动物生理是高职高专畜牧兽医类专业的
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其主要任务是，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畜禽各器官、系统的生理功能，阐
明畜禽生命活动的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理解它们在实践生产中的意义；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掌
握基本的动物生理实验技术，能够解决临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并达到初步独立开展岗位工作的能力。 　　本书在编写
中坚持理论“必需、够用、实用”的编写原则，以使学生易读，教师易用。 　　在写作上力求结构合
理、逻辑严密、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叙述严谨、规范统一。在编写内容上，本书考虑到动物生理实
验性学科的特点，不仅精选内容，而且注意理论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既强调打好基础，充分阐述畜牧
兽医类高职高专学生所需的动物生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同时又注重学科的新知识、新进展，如增
加了细胞信号转导、细胞凋亡、细胞膜受体等内容，使学生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状况。本教材广泛吸
收现代信息技术成果，随着科学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正逐步取代原有的一些仪器设备和实验手段，
成为生理实验教学的主要手段。因此本教材充分介绍了生物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的使用方法以及在一些
具体实验项目中的使用技巧。实验实训部分编有丰富的实验实训内容，各兄弟院校可根据本校情况自
行选取。 　　为便于教学，本书框架以生理功能及其调控为主线，以系统为基本单元，同时注重各系
统的内在联系和协调。为满足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把家禽生理单独作为一章补充教学。根据教学要求
增加了知识目标内容，根据岗位要求，设置了技能目标，并在章后附有复习题和本章小结，便于理论
教学。结合动物生理的学科特点，本书在编写时重在使全书结构井然有序，便于读者在学习时条理清
楚，易于理解和记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位参编老师的鼎立配合，他们的临床实践及
理论教学经验丰富，从而保证了本书的顺利编写；承蒙河北北方学院薛瑞辰教授拨冗审稿，进一步提
高了教材的编写质量。在此对上述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和疏漏
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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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生理》

内容概要

《动物生理》理论部分以动物生理的功能及其调控为主线，以系统为基本单元，阐述了动物血液、循
环、呼吸、消化、吸收、代谢、体温调节、泌尿、肌肉、神经、内分泌、生殖和泌乳等生理知识，同
时注重各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协调,兼顾了动物生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学科发展的新知识、新进展。
《动物生理》实验实训部分编有丰富的实验实训内容，并介绍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新技术，读者可自
由选择。为便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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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血管的神经支配除真毛细血管外，血管壁都有平滑肌分布，血管平滑肌的收缩和舒张活动
，称为血管运动.支配血管平滑肌的神经纤维，称为血管运动神经纤维.根据不同的神经支配效应，将
血管运动神经纤维分为缩血管神经纤维和舒血管神经纤维两大类。　　①缩血管神经纤维缩血管神经
纤维都是交感神经纤维，故一般称为交感缩血管神经纤维.其节前纤维兴奋时，末梢释放Ach，与节后
神经元膜上的N型胆碱受体结合，引起节后神经元兴奋，节后纤维末梢释放去甲肾上腺素，作用于血
管平滑肌上的。肾上腺素能受体和β2肾上腺素能受体.去甲肾上腺素与。受体结合，引起血管平滑肌
收缩；与β2受体结合导致血管平滑肌舒张。由于去甲肾上腺素与。受体的结合能力比与β2受体的结
合能力强.故交感缩血管神经纤维兴奋时，主要引起缩血管效应，提高外周阻力而升高血压。在安静状
态下，交感缩血管神经也有一定程度的紧张性活动（约1—3次／s的低频冲动），称为交感缩血管紧张
，使血管平滑肌维持相应的收缩，有利于保持一定的外周阻力。　　体内不同部位的血管中缩血管纤
维分布的密度不同.以皮肤血管中交感缩血管神经纤维分布的密度最大，骨骼肌和内脏的血管次之，冠
状血管和脑血管中分布最少。在同一器官中，动脉中缩血管纤维的密度高于静脉，微动脉中密度最高
，但毛细血管前括约肌中神经纤维分布很少。机体内多数血管只受交感缩血管神经纤维的单一支配。
　　②舒血管神经纤维体内有一部分血管除接受交感缩血管神经纤维支配外，还接受舒血管神经纤维
的支配。舒血管神经纤维主要有以下几种：　　巳交感舒血管神经纤维有些动物如狗、猫、山羊和绵
羊等，支配骨骼肌微动脉的交感神经中除有缩血管纤维外，还有舒血管纤维。交感舒血管纤维末梢释
放的递质为乙酰胆碱.交感舒血管纤维在乎时并无紧张性活动，故对外周阻力无大影响。只有在动物处
于情绪激动状态和发生防御反应时才发放冲动，引起骨骼肌血管舒张，加之此时内脏等处血管收缩，
结果使骨骼肌的血液供应显著增加。　　b.副交感舒血管神经纤维副交感舒血管神经纤维只支配脑膜
、消化腺和外生殖器等少数器官的血管乎滑肌。它走行于相应的脑神经和盆神经中，兴奋时释放的递
质是Ach，与血管平滑肌上相应的M型胆碱能受体结合，引起血管舒张。副交感舒血管纤维的活动主
要对所支配的器官组织的局部血流起调节作用，对循环系统总外周阻力的影响很小。　　巳脊髓背根
舒血管神经纤维皮肤伤害性感觉传人纤维在外周末梢的分支。当皮肤受到伤害性刺激时，感觉冲动一
方面沿传人纤维向中枢传导，另一方面可在末梢分叉处沿分支到达受刺激部位邻近的微动脉，使微动
脉舒张，局部皮肤出现红晕。这种仅通过轴突外周部位完成的反应，称为轴突反射。这种神经纤维也
称背根舒血管神经纤维，其释放的递质还不很清楚，有人认为是P物质，也有人认为是组胺或ATP。轴
突反射的作用，主要有助于局部受损伤组织的防御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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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分的挺详细的，字体清晰，就是纸质太白了，有点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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