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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病理学》是根据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的需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病理学基础》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内容、补充新进展，增加了教
材的适用性。
本书以医学类和相关专业高等职业与高等专科教育基本要求为目标，按照基础、应用、必需的原则进
行编写。
本书由两篇构成。
第一篇为病理解剖学内容，共14章。
第一至五章为总论，讲述疾病的一般规律；第六至十四章为各论，分系统讲述常见疾病的病理变化。
第二篇为病理生理学内容，共11章。
第一至七章讲述几种常见基本病理过程；第八至十一章阐述常见的重要器官系统的病理生理学。
本书有如下特点：①在介绍病理学基本知识的同时，适当加入医学研究新进展的内容，如在相关章节
中介绍了干细胞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等内容。
②按照教学规律编排教学内容，使整本教材既具有系统性，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要求进行灵活的调
整，增加了教材的实用性。
③突出职业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特点，以病理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基本知识为重点，设有“学习目标
”、“本章小结”、“复习题”（包括“思考题”、“名词解释”、“临床病例讨论”），书后附参
考文献，方便学生学习和复习。
④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全书选配了适当的彩图和彩色模式图，更加直观生动地说明重点和难点内容。
通过编排“临床病例讨论”，将所学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密切联系，以增加学生学习病理学的兴趣。
本书编写人员是从全国部分院校的推荐者中遴选的一线教师，均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骨干和学科带
头人，在病理学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怀有深厚的感情并具有独
特见解，能够从教学的实际出发，对教学内容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取舍。
第一篇病理解剖学部分，由张薇编写第一章疾病概论、第二章组织和细胞的适应及损伤与修复、第三
章局部血液循环障碍，李树香编写了第四章炎症、第六章心血管系统疾病、第九章泌尿系统疾病，张
润岐编写了第五章肿瘤，高凤兰编写了第七章呼吸系统疾病、第十一章生殖系统和乳腺疾病，张海燕
编写了第八章消化系统疾病、第十章淋巴和造血系统疾病、第十二章内分泌系统疾病，张敬芳编写了
第十三章传染病、第十四章寄生虫病。
第二篇病理生理学部分，由肖坚编写了第一章水和电解质代谢紊乱、第二章酸碱平衡失调、第三章应
激、第七章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甘卉编写了第四章缺氧、第五章发热、第六章休克，李桂忠编写了第
八章心力衰竭、第九章呼吸衰竭、第十章肝衰竭、第十一章肾衰竭。
尽管编委们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认真推敲，但由于时间仓促、理论水平和编写经验有限，本书难免存在
不尽如人意之处，希望关心本书的同行和同学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编委们的大力支持。
在此，谨向参与本书编写的各位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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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病理学基本知识的同时，适当加入医学研究新进展的内容；按照教学规律编排教学内容，
使整本教材既具有系统性，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要求进行灵活的调整，增加了教材的实用性。
突出职业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特点，以病理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基本知识为重点，设有“学习目标”
、“本章小结”、“复习题”，书后附参考文献，方便学生学习和复习。
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全书选配了适当的彩图和彩色模式图，更加直观生动地说明重点和难点内容。
通过编排“临床病例讨论”，将所学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密切联系，以增加学生学习病理学的兴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病理学>>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篇  病理解剖学  第一章  疾病概论    第一节  健康、亚健康状态和疾病    第二节  病因学    第三
节  发病学    第四节  疾病的经过和结局    第五节  衰老及其与疾病的关系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二章  组
织和细胞的适应及损伤与修复    第一节  组织和细胞损伤的原因    第二节  组织和细胞的适应性反应    第
三节  组织和细胞的损伤    第四节  损伤的修复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三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第一节  
充血    第二节  血栓形成    第三节  栓塞    第四节  梗死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四章  炎症    第一节  炎症
的原因    第二节  炎症局部基本病理变化    第三节  炎症的局部表现和全身反应    第四节  炎症的类型    
第五节  炎症的结局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五章  肿瘤    第一节  肿瘤的概念    第二节  肿瘤的特性    第三
节  肿瘤对机体的影响    第四节  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的区别    第五节  肿瘤的命名与分类    第六节  常见
肿瘤    第七节  癌前病变、原位癌和早期浸润癌    第八节  肿瘤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第九节  肿瘤的病理
学检查    本章小结    复习题一  第六章  心血管系统疾病    第一节  动脉粥样硬化    第二节  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及冠状动脉性心脏病    第三节  原发性高血压    第四节  风湿病    第五节  感染性心内膜炎    第六节  
心瓣膜病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七章  呼吸系统疾病    第一节  慢性支气管炎    第二节  肺气肿    第三节  
肺炎    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第四节  呼吸系统肿瘤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八章  消化系统疾病    第
一节  胃炎    第二节  溃疡病    第三节  病毒性肝炎    第四节  肝硬化    第五节  消化系统肿瘤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九章  泌尿系统疾病    第一节  肾小球肾炎    第二节  肾盂肾炎    第三节  肾和膀胱常见肿瘤    本
章小结    复习题  第十章  淋巴和造血系统疾病    第一节  淋巴结反应性增生    第二节  淋巴瘤    第三节  髓
样肿瘤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十一章  生殖系统和乳腺疾病    第一节  慢性宫颈炎    第二节  子宫内膜增
生症    第三节  子宫内膜异位症    第四节  女性生殖系统常见肿瘤    第五节  滋养层细胞疾病    第六节  男
性生殖系统疾病    第七节  乳腺疾病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十二章  内分泌系统疾病    第一节  甲状腺疾
病    第二节  肾上腺疾病    第三节  糖尿病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十三章  传染病    第一节  结核病    第二
节  伤寒    第三节  细菌性痢疾    第四节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第五节  流行性乙型脑炎    第六节  性传播疾
病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十四章  寄生虫病    第一节  阿米巴病    第二节  血吸虫病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二篇  病理生理学  第一章  水和电解质代谢紊乱    第一节  人体的体液及代谢    第二节  水、钠代谢紊
乱    第三节  水肿    第四节  钾代谢紊乱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二章  酸碱平衡失调    第一节  酸碱平衡的
调节    第二节  单纯型酸碱平衡失调    第三节  混合型酸碱平衡失调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三章  应激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应激反应的基本表现    第三节  应激与疾病    第四节  应激防治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四章  缺氧    第一节  常用血氧指标及其意义    第二节  缺氧的类型、原因和发生
机制    第三节  缺氧时机体的功能和代谢变化    第四节  影响机体缺氧耐受性的因素    第五节  氧疗与氧
中毒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五章  发热    第一节  发热的原因和机制    第二节  发热的分期及其热代谢变
化    第三节  发热时机体的代谢和功能变化    第四节  发热的生物学意义及其处理原则    本章小结    复习
题  第六章  休克    第一节  休克的病因与分类    第二节  休克的发展过程及其发生机制    第三节  休克时
体液因子的作用    第四节  休克时机体的代谢和功能变化    第五节  休克的防治原则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七章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第一节  DIC的病因和发生机制    第二节  影响DIC发生发展的因素    第三节
 DIC的分期和分型    第四节  DIC的主要临床表现    第五节  DIC防治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本章小结    复
习题  第八章  心力衰竭    第一节  心力衰竭的病因、诱因与分类    第二节  心力衰竭的发生机制    第三节 
心力衰竭发生过程中机体的代偿反应    第四节  心力衰竭的临床表现    第五节  心力衰竭的防治原则    本
章小结    复习题  第九章  呼吸衰竭    第一节  呼吸衰竭的病因和发生机制    第二节  呼吸衰竭时主要的功
能代谢变化    第三节  呼吸衰竭防治原则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十章  肝性脑病    第一节  肝性脑病的发
生机制    第二节  肝性脑病的诱因    第三节  肝性脑病的防治原则    本章小结    复习题  第十一章  肾衰竭  
 第一节  急性肾衰竭    第二节  慢性肾衰竭    第三节  尿毒症    本章小结    复习题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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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病理学的历史病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早在古希腊时期，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创
立了液体病理学，历经2000多年。
直到1761年，意大利医学家摩尔伽尼通过尸体解剖，详细记录了病变器官的肉眼变化之后，认为不同
的疾病是由相应器官的形态改变引起的，建立了器官病理学。
19世纪中叶，由于显微镜的发明，人们能够观察细胞的结构。
1854年，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创立了细胞病理学，细胞病理学的理论和技术对医学科学的发展产生了
巨大影响，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同时，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通过建立动物模型，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疾病过程中
功能和代谢的动态变化，开始了病理生理学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由于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明，观察细胞的超微结构变化成为现实，从而建立了超微结
构病理学。
近30余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的发展突飞猛进
，免疫组织化学、流式细胞技术、图像分析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等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又极大地推动了
传统病理学的发展。
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和交叉使病理学出现了许多新的分支，如免疫病理学、分子病理学、遗传病理学
和定量病理学等，使得对疾病的研究从器官、组织、细胞和亚细胞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并使形态学
观察结果从定位、定性走向定量，更具客观性、可重复性和可比性。
不仅如此，对疾病的观察和研究也从个体向群体和社会发展，并且与环境结合，出现了社会病理学、
地理病理学等新的分支。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从分子和基因水平认识疾病已成为可能，这些发展大大加深了对疾病本
质的认识，同时也为许多疾病的防治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我国在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隋唐时代的《诸病源候论》等，对疾病进行了描述和比较深入的探
讨，南宋时期的《洗冤集录》详细记述了尸体解剖检验、伤痕病变和中毒鉴定，提出了一整套中医学
理论，充分反映了中医学在病理学发展中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病理学始创于20世纪初，一大批病理学的先驱者和老一辈病理学家呕心沥血、艰苦创业，
为我国病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创造性地编写出含有我国资料的病理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并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及理论，结
合他们在教学、科研、尸检和活检诊断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病理学专业骨干和
医学专业人才。
今天，我们新一代的医学生们，要以老一辈病理学工作者为榜样，奋发学习，努力创新，与时俱进，
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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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病理学》：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医药卫生高职高专院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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