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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体解剖学是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是医学生的必修课，学好解剖学可以为专业课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

础。哲学是科学之母，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人体解剖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

主义辩证思想，作为医学院校的师生，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人体解剖学教学与学习，可提升学习效果。

掌握进化与发展的观点、矛盾规律、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结构与功能相联系、局部与整体相统一、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等辩证法原理，有助于深刻理解解剖学知识的内涵与外延，全面认识人体结构的规律性，

达到学好解剖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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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anatomy is an important basic medical course and a required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Learning anatomy well can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professional courses. Philosophy is the mother 
of sc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y disciplin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guidance of philo-
sophical ideas. Human anatomy contains a wealth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As teachers and stu-
dents in medical colleges, using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to guid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hu-
man anatomy can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Mastering the dialectical principle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contradictory la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and special, th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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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he unity of local and overal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can help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anatomical knowledge,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regularity of human structur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learning 
anatomy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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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体解剖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是医学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现代解剖学诞生于 16 世纪中叶

的欧洲。1543 年，解剖学创始人比利时人 A. Vesalius 发表了《人体构造》一书，标志着解剖学的诞生[1]。
自诞生以来的四百多年里，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解剖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任何一

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思想作指导，“哲学是科学之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作为医学院校的师

生，学习解剖学也需要哲学思想作指导。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人体解剖学教学与学习，能深刻理解学

科知识的内涵与外延，把握人体结构的规律性，提升教学效果与学习成绩。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

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变化的，都有对立与统一的两面，不能孤立的看待事物，要用普遍、发展、联系

的观点看问题[2]。学习解剖学不能僵化思维，不能把人体各器官独立于人体之外，割裂器官、系统之间

的联系。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人体解剖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2. 进化与发展的观点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物质是运动、发展、变化的，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的

[3]。生命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 30 多亿年，地球形成之初，温度较高，不适合生命的形成，随着地球逐渐

冷却，无机物演化为有机物，小分子聚集为大分子，然后出现了 RNA、DNA、蛋白质等物质[4]。能自我

复制的大分子蛋白质形成以后，逐渐把自己同外界环境隔开，形成了细胞，细胞形成以后，生命就诞生

了[5]。最早出现的是没有细胞核和线粒体的原核生物，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细胞核形成标志着真核生

物的诞生。所以，生命的产生是物质运动的结果。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原核细胞到真核细胞、从单细

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从无组织器官到有组织、有器官，从水生到陆生，生命的演化遵循了物质演化的

规律[6]。人体是亿万年生命进化的高级形式，学习解剖学要具有进化的思想。我们和鱼类同属于脊椎动

物，是鱼类的后代，经历了从卵生到胎生的演化过程[7]。人类胚胎时期出现的卵黄囊、尿囊、鳃器等结

构可以佐证这个演化过程，胚胎发育重演了种系进化的历程[8]。再比如，哺乳动物通过分泌乳汁养育后

代，都具有乳房结构；绝大多数哺乳动物颈椎都是 7 块[9]。 
与进化相对的另一概念是退化，退化也是一种形式的发展变化。它指的是伴随着人类的进化，某些

器官逐渐萎缩、变小，甚至消失，失去功能。退化与进化是相互对立的矛盾统一体，为了适应环境的变

化，人体器官在不停地发生着改变，有进化也有退化，进化是为了适应环境，退化同样是为了适应环境

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退化也是一种进化。这就是进化与退化的辩证统一。人体内退化的器

官有很多，称为遗迹器官。比如阑尾、尾骨、第三眼睑、毳毛等。阑尾可能在植食性动物体内比较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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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消化含纤维素较高的食物，人类是杂食性动物，阑尾逐渐退化成了一段细小的盲管，开口于盲肠末

端[10]。陆生四足动物一般长有尾巴，以便在快速奔跑时平衡身体或用于驱赶蚊蝇等作用。人类直立行走

以后，上肢活动范围增大，行走或奔跑时有节律地摆动，可以很好的协调身体的平衡，尾巴失去了原来

的作用，退化成 3~4 块尾椎进入体内，附着于骶骨下方。第三眼睑又称瞬膜，在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

比较发达，用以湿润和保护眼角膜，人类瞬膜退化后，在眼睛内眦残存一半月形皱襞[11]。进化和退化是

人类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改变，在身体结构上发生的变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达尔文对生

物进化的高度概括。当今时代在快速发展，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的进化也不会停止。只有用

进化的观点研究人体、学习解剖学，才能理解人体构造的奥秘。 

3. 对立与统一的规律 

对立与统一规律也即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面，

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3]。人体内的器官也受对立与统一规律支配，器

官的位置、形态、功能也存在着对立与统一的两面。如肝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器官，位于右季肋区。由

于体积较大，在腹腔占据比较大的空间，而腹腔容积有限，且器官较多，所以右季肋区器官受到肝脏的

挤压与左侧不同。比较明显的是右肺较左肺宽短，右肾较左肾略低半个椎体的位置，就是由于肝脏往上

挤压右肺，往下压迫右肾所致。再比如，骨骼肌的功能是为运动提供动力，在此过程中，协同肌和拮抗

肌就体现了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协同肌指的是在运动过程中具有相同作用的肌或肌群，如前臂前群肌，

均为屈肌有屈指屈腕的作用，它们互为协同肌；拮抗肌指在运动中两组作用相反的肌或肌群，如前臂后

群肌为伸肌群，有伸指伸腕的作用，前臂前群肌和前臂后群肌互为拮抗肌。它们在运动中的作用互相对

立，而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运动功能。人体本身就是对立与统一的整体，很多细胞、组织、器官也是

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如骨在宏观层面由骨质、骨膜、骨髓构成，在微观层面由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组成，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对立统一体，在骨生长、发育、修复中起重要作用。 

4.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人体的很多器官具有共性结构，同时又有个性特征，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共性是一

般的、共有的结构，个性是特殊的、独有的结构。一般是基础，特殊是典型。理解共性与个性、一般与

特殊才能更好地认识人体结构的复杂性。比如，人体的关节有三大基本结构，即关节面、关节囊、关节

腔；有的关节为了支撑体重和增加稳固性，还有关节盘(半月板)、关节唇(髋臼唇)和韧带(交叉韧带)等辅

助结构。骨骼肌由肌腹和肌腱构成，有的也有辅助结构筋膜、滑膜囊、腱鞘等。消化管是从口腔到肛门

的一条贯通的管道，具有普遍的四层结构，由内向外依次是内膜、内膜下层、肌层和外膜。但是，消化

管的不同部位又有其结构的特殊性，胃的肌层有 3 层，而肠只有 2 层。再比如椎骨，其一般结构是由椎

体和椎弓构成，而颈椎、胸椎、腰椎和骶椎等部位椎骨又各不相同。一般是共有的、普遍结构，特殊是

独有的、典型结构，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5. 形态与功能相联系 

人体器官的形态结构与功能密切相关，细胞、组织、器官都具有一定的形态，形态是功能的结构基

础。人体的细胞有 200 多种，形态多种多样，有球形、梭形、棘形、星形、柱形、立方形、扁平状、圆

盘状等，每种形态都与其所行使的功能有关。如神经元呈星形，有很多突起，用来传递和接受信息；柱

状细胞多分布于消化道和呼吸道，且游离面长有微绒毛或纤毛，以增加管腔内表面积或清洁作用；扁平

上皮分布在血管、淋巴管内表面或内脏器官外面，以减少摩擦；红细胞呈双凹圆盘状，体积相同的情况

下，表面积最大，有利于气体的交换，这种形态也有利于红细胞的游走和变形；细胞之所以有不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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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正是为了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再比如，人为什么是 5 根手指，陆生脊椎动物大多都是 5 指或 5 指的

变形，可能 5 指是最优化选择，更有利于行走和抓握。在生物进化历程中曾经出现过比 5 指更多或更少

的数量，但都被淘汰了，最后 5 指占据了主导地位[12]。骨骼和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器官，可以支撑体重

和咀嚼事物；蜂窝状的肺用来储存气体进行气体交换；囊状的胃和膀胱能更好的容纳内容物等，都是形

态与功能相依存的体现。可见，人体形态结构为行使功能而生，形态与功能相辅相成。形态是功能的基

础，功能是形态的必然。 

6. 局部与整体相统一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各局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在结构与功能上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不能割裂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孤立地研究单个器官的功能。人体由九大系统构成，各系统之间存在复杂

的功能联系。如运动系统有骨、骨连接、骨骼肌构成，有支持体重、保护内脏、行使运动的功能。在运

动过程中，骨起到杠杆的作用，骨连接为枢纽，骨骼肌为运动提供动力。骨骼肌具有收缩和舒张的功能，

即兴奋性，但它本身没有自动节律性(自律性)。骨骼肌要收缩产生运动必须由神经系统发出运动指令，沿

着运动神经纤维到达运动终板，通过神经–肌肉接头，才能把兴奋传递给肌细胞，使骨骼肌细胞产生动

作电位。肌细胞兴奋沿横管系统传递给两侧的终池，引起 Ca2+释放，通过兴奋–收缩耦联机制引起肌纤

维收缩。再比如，骨由骨细胞组成，骨的生长受到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影响。进入青春期后人体会进入

第二次快速发育期，此时垂体分泌大量生长激素入血，随血液循环到达骨细胞，引起骨细胞的分裂、增

殖，使长骨变长，个子长高。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是人体两个重要调节系统，以调节其它系统、器官

的功能活动。所以，我们学习解剖、认识人体，必须具有系统论、整体论的观点，研究每个器官功能时，

要与其它系统、器官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更全面了解其功能。 

7. 运动与平衡相协调 

物质是永恒运动着的，生命是由非生命物质演化而来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几千年来还没有统一的、

广泛被认可的定义[13]。生命是物质存在的高级形式，是运动变化的物质系统。生命体是自洽的，是能够

自我复制的能量耗散系统[14]。人体是生命进化出的比较高级的形式，人体内的物质始终是运动变化着的，

如果体内的物质停止运动或运动平衡被打破，也就意味着疾病会产生。人体内的环境称内环境，以区别

于外界自然环境，内环境的物质是运动循环的，如血液循环、淋巴循环、组织液循环、脑脊液循环、房

水循环等，我们称之为动态平衡或稳态，如内环境的稳态。如果循环受阻，这种动态平衡被打破，就会

形成血液循环障碍、橡皮肿、水肿、颅内压升高、青光眼等疾病。运动与平衡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

互协调的。平衡不是静止，而是运动的和谐形式，在运动中达到平衡；这种动态的平衡对有机生命体非

常重要，是物质、能量运动的前提条件，是许多生化反应的基础，一旦这种平衡受到破坏，内环境的稳

态被打破，机体就会发生异常，形成疾病。把握运动与平衡的辩证关系，对理解疾病的产生、发展及转

归，以及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8.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解剖学研究人体形态结构，属形态学范畴，解剖学知识来源于尸体解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通过尸体解剖可以发现解剖学教材中的错误和不严谨之处。教材中所描述的器官形态、构造、

位置、大小及血管和神经的配布均指正常状态，在统计学上占优势，由于人体存在个体差异性，人体器

官会出现变异与畸形。如出现异位心、异位肾，以及常见的浅静脉变异等。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

论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深刻认识人体结构。对于医学生来说，学习理论知识是为了临床应用，

在学习理论课的同时，必须重视实验实训课程的学习。在实验课上，认真观察解剖标本和组织切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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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操作尸体标本、紧密联系活体和临床实际，把理论知识用于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综上，学习人体解剖学，必须遵循进化与发展相一致、形态与功能相依存、局部与整体相统一、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等观点；将教材、标本、图谱、课件、活体和临床应用结合起来，培养观察力和思辨能

力，遵循记忆规律、提高记忆效果，以达到正确全面地认识和记忆人体形态结构，学好解剖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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