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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系统解剖学是按人体器官的功能系统阐述正常人体器官形态结构的科学。
学习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医学生理解和掌握人体各器官系统的正常形态结构、位置及毗邻关系，为学习
其他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坚实的形态学基础。
学习系统解剖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即通过实验教学，将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标本、模型、活
体观察及必要的临床应用联系起来，这样在学习活动中既有理论知识指导，又能在实践中验证理论，
从而获得完整的解剖学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系统解剖学实验指导》就是基于上述原则、并参照《系统解剖学教学大纲》编写而成的。
本书共分为23个实验，每一实验包括实验要点、实验材料与教具、实验内容与方法、回顾与思考四个
项目。
其中，实验内容与方法又分为观察与示教。
1.观察：详细介绍了具体的观察步骤、方法以及应注意的事项，使同学能准确地辨认和寻找到相应的
器官及结构；对某些较难记忆和相对抽象的内容以图表的形式作了概括，旨在给学生提供更为便捷的
记忆方式。
2.示教：主要是针对一些不易观察到的结构或需要进一步强化的内容，这样既能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
费，又能提高学习效率。
解剖学实验课一般采取以学生自主观察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教学模式。
通常的学习方法是：①上实验课之前，充分预习本次实验的相关理论内容和图谱，做到心中有数；②
在实验过程中，要勤思善问，同学之间相互协作，疑难问题彼此切磋，共同提高；③观察标本时，要
注意是否有变异和异常。
解剖学里所描述的器官形态、构造、位置、大小均属理论上的正常范畴（统计学上占优势）。
人体的有些结构与正常形态虽不完全相同，但差异不显著，不影响功能，称为变异；有些变异超出一
般变异范围（统计学上出现概率极低），甚至影响正常生理功能，称为异常。
了解变异类型及异常对未来的临床实践有重要意义。
实验指导是学生实验过程中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进行实验教学的主要依据。
然而，要使本书达到上述作用，只有通过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出不足，才能日臻完善
。
本书可供临床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医学影像、口腔医学、医学检验、药学、法医、中医学等专
业使用。
尽管编审者对本书进行了多次校阅，恐仍有欠妥之处，敬请使用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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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解剖学是按人体器官的功能系统阐述正常人体器官形态结构的科学。
学习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医学生理解和掌握人体各器官系统的正常形态结构、位置及毗邻关系，为学习
其他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坚实的形态学基础。

　　学习系统解剖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即通过实验教学，将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标本、模型
、活体观察及必要的临床应用联系起来，这样在学习活动中既有理论知识指导，又能在实践中验证理
论，从而获得完整的解剖学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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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运动系统
实验一 骨总论和躯干骨
实验二 颅
实验三 上肢骨和下肢骨
实验四 关节总论、躯干骨及颅的连结
实验五 附肢骨的连结
实验六 肌总论、头肌、颈肌和躯干肌
实验七 上肢肌和下肢肌
第二篇 内脏学
实验八 消化系统
实验九 呼吸系统、胸膜和纵隔
实验十 泌尿系统
实验十一 生殖系统、乳房和会阴
实验十二 腹膜
第三篇 脉管系统
实验十三 心和肺的血管
实验十四 体循环的动脉
实验十五 体循环的静脉
实验十六 淋巴系统
第四篇 感觉器
实验十七 视器
实验十八 前庭蜗器
第五篇 神经系统
实验十九 脊髓和脑干
实验二十 小脑、间脑和端脑
实验二十一 脊神经、脑神经和内脏神经
实验二十二 神经系统的传导通路
实验二十三 脑和脊髓的被膜、血管及脑脊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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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全身肌肉标本和头颈肌标本上观察长肌、短肌、扁肌和轮匝肌的形态。
（想一想：肌腱、腱膜和腱划三者有什么不同？
）（2）筋膜  由结缔组织构成，有多种形式，在全身肌肉标本上观察：①浅筋膜，紧靠皮肤深面，包
被全身各部，由疏松结缔组织构成，它将皮肤与深部的组织连接起来；②深筋膜，位于浅筋膜的深面
，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
（3）滑膜囊和滑膜鞘在下肢肌标本的臀大肌与股骨大转子（或坐骨结节）之间寻认滑膜囊。
在上肢肌标本上察看滑膜鞘。
2.头肌分为面肌和咀嚼肌。
（1）面肌取面肌和咀嚼肌、头颈肌标本观察。
面肌多起自颅骨的不同部位，止于面部皮肤。
1）颅顶肌：颅顶肌左、右对称，由枕腹、额腹和中间的帽状腱膜构成。
枕腹起自枕骨，止于帽状腱膜；额腹起自帽状腱膜，止于眉部皮肤。
2）眼轮匝肌：眼裂周围。
3）颊肌：紧贴口腔侧壁。
4）口轮匝肌：环绕口裂。
（2）咀嚼肌在面肌和咀嚼肌模型、颞肌和咬肌标本上观察下列各项：1）咬肌：起于颧弓下缘和内面
，止于咬肌粗隆。
2）颞肌：起于颞窝，经颧弓的深面，止于下颌骨的冠突。
3）翼内肌：起于翼窝，止于下颌角内面。
4）翼外肌：起自蝶骨大翼下面和翼突外侧面，止于下颌颈及颞下颌关节盘。
对照标本，触摸自身咬肌的轮廓（上、下颌紧咬状）。
3.颈肌（1）胸锁乳突肌在头、颈肌标本上可见，它起自胸骨柄前面和锁骨的胸骨端，两头会合斜向外
后上方，止于颞骨乳突。
结合标本，在活体上相互观察：颈向一侧微倾、面略转向对侧，此时胸锁乳突肌轮廓清晰可辨。
（2）前、中、后斜角肌  位于脊柱颈段的两侧，均起自颈椎横突，前、中斜角肌止于第1肋，后斜角肌
止于第2肋。
前、中斜角肌与第1肋所形成的间隙，即斜角肌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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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解剖学实验指导》：面向21世纪精品课程教材，全国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全国高
等医药教育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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