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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组织学与胚胎学专科用教材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并首次发行，为本专业的专科教材
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作为多年从事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和科研的工作者，我认为专科教材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在讲述
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应该注意以下问题，首先要反映这门学科的特点，即本学科重点讲述的是光学显微
镜及电子显微镜下的组织结构，应做到图文并茂，便于学生掌握；其次在注重科学性及反映本专业变
化及学科发展的同时，应多为教师和学生着想，文字描述要言简意赅，用图要适当，模式图和组织切
片相结合，写活形态学内容，增加学生对形态学科的兴趣。
　　本书是2003年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本科教材的姊妹教材。
本科教材受到了许多医学院校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好评，这本书吸取了本科教材的编写经验，在编写过
程中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针对不同院校医学专科生的要求，注意与其他基础学科和
相关临床学科的联系，便于教学和学生自学，并为今后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我国多年来一直把组织学与胚胎学作为同一门医学基础课程，50多年来，从学科发展和教学效果
考虑，我们一直在探讨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教学模式，力求使多年来相互渗透、共同推进的两门学科的
教学内容有机融合，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实践证明，教材建设至关重要。
本教材图文并茂，图随文排，每章配有内容提要和思考题，并附有光盘，是目前难得的好教材之一。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编者，有我的同事和学生，有些编者从事几十年教学工作，有着多次教材编写
的经验，非常值得信赖。
　　多出版现代化、立体化、系统化精品医学教材是我们医学教育工作者的渴望和期待，相信组织学
与胚胎学的教材建设今后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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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组织学与胚胎学（专科教育）》是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专科教育）之一，由全国7所
医药院校的13位多年从事本、专科教学工作的教授编写。
《组织学与胚胎学（专科教育）》对组织学与胚胎学的基本内容作了全面系统、简明扼要的讲述，以
便给学生奠定丰富的知识基础。
对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更新内容和学科交叉内容，融入相关章节进行讲述，以引导学生的创新思维，并
使学生掌握学科发展的最新知识。
在每章首尾分别设立了内容提要和思考题，以便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学
能力。
书中还对重要专业名词附上了英文以提高学生的专业外语水平。
《组织学与胚胎学（专科教育）》可供临床医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药学等
专业的专科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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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区（三）肝内血液循环（四）肝内胆汁排出途径四、胆囊第十四章 呼吸系统一、呼吸道的一般结构
（一）黏膜（二）黏膜下层（三）外膜二、鼻（一）前庭部（二）呼吸部（三）嗅部三、气管和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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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三、肾上腺（一）皮质（二）髓质（三）肾上腺皮质与髓质的功能关系四、垂体（一）腺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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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人体胚胎学总论一、胚胎学绪论（一）胚胎学的研究内容（二）胚胎学发展简史与现代胚胎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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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三）胚层的形成（四）三胚层的分化和胚体的形成（五）胎膜和胎盘（六）胚胎龄的推算（七）
双胎、多胎和联体双胎三、畸形学概论（一）先天性畸形的发生原因（二）致畸敏感期（三）先天性
畸形的预防（四）先天性畸形的宫内诊断和治疗第二十一章 颜面、消化与呼吸系统的发生一、颜面与
腭的发生（一）鳃器的发生（二）颜面的形成（三）腭的发生（四）颜面与腭的常见畸形二、消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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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发生（一）消化管的形成和分化（二）咽囊的形成与演变（三）消化管的发生（四）消化腺的发
生（五）消化系统先天性畸形三、呼吸系统的发生（一）喉、气管和肺的发生（二）呼吸系统先天性
畸形第二十二章 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发生一、泌尿系统的发生（一）肾和输尿管的发生（二）膀胱
与尿道的发生（三）常见泌尿系统先天性畸形二、生殖系统的发生（一）生殖腺的发生（二）生殖管
道的发生（三）生殖系统的先天性畸形第二十三章 心血管系统的发生一、原始心血管系统的建立二、
心脏的发生（一）原始心脏的形成（二）心脏外形的建立（三）心脏内部的分隔三、胎儿血液循环和
出生后的变化（一）胎儿血液循环途径（二）胎儿出生后血液循环的变化四、心血管系统的常见畸形
（一）房间隔缺损（二）室间隔缺损（三）法洛四联症（四）动脉导管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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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二胚层胚盘及相关结构的发生　在第2周的植入过程中，内细胞群分化为两层细胞，邻近滋养
层的一层柱状细胞为上胚层，靠近胚泡腔侧的一层立方细胞为下胚层。
两个胚层紧贴，中间隔以基膜，并逐渐形成圆盘状的胚盘，也称二胚层胚盘。
不久在上胚层细胞间出现一个腔隙，腔内充满液体，一层上胚层细胞被推向极端滋养层，形成了紧贴
细胞滋养层内面的膜，这就是羊膜。
羊膜与上胚层的周缘连续，两者围成的腔称羊膜腔，腔内液体为羊水。
下胚层周缘的细胞向腹侧增生，包绕胚泡腔形成一个囊，称卵黄囊。
羊膜腔的底是上胚层，卵黄囊的顶是下胚层，上、下胚层构成两胚层胚盘（图20-5）。
　　此时的细胞滋养层向内增殖形成松散分布的星状细胞，填充于滋养层与羊膜囊、卵黄囊之间，称
胚外中胚层。
以后胚外中胚层细胞间出现小的腔隙，又逐渐融合形成一个大腔，称胚外体腔。
胚外体腔将胚外中胚层分成两层：衬在细胞滋养层内面和羊膜腔外面的称胚外体壁中胚层，覆盖在卵
黄囊外面的称胚外脏壁中胚层。
随着胚外体腔的扩大，二胚层胚盘和其背腹两侧的羊膜腔、卵黄囊仅通过少部分胚外中胚层与滋养层
直接连接，这部分胚外中胚层称体蒂，将发育为脐带的主要成分（图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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