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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做好考前复习工作，特组织国内有关专家、教授编写了《2010全国卫生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指导》药学(中级)部分。
本书根据最新考试大纲中的具体要求，参考国内外权威著作，将考试大纲中的各知识点与学科的系统
性结合起来，以便于考生理解、记忆。
全书内容分为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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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病理生理学　　第一节　绪论　　病理生理学是一门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机制的科
学，主要研究患病机体的功能和代谢的变化和原理，探讨疾病的本质，为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和实验
依据。
病理生理学又是一门与基础医学中多学科密切交叉相关的综合性边缘学科。
在医学基础与临床学科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病理生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动物实验，首先需要在动物身上复制近似人类疾病的模型或利用动
物某些自发性疾病，人为地控制条件进行研究。
其他的研究方法有临床观察、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及各种实验室研究方法。
　　第二节　疾病概论　　一、健康与疾病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病痛，而且是躯体上、精神上
和社会上处于完好的状态。
疾病是指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病因与机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个损伤与抗损伤斗争的有规律的过程，
体内有一系列功能、代谢和形态的改变，出现许多不同的症状与体征，机体与外环境间的协调发生障
碍。
基本病理过程是指在多种疾病中出现的、共同的、成套的功能、代谢和结构的变化。
　　二、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基本机制　　损伤与抗损伤的斗争贯穿于疾病的始终，两者间相
互联系又相互斗争，是推动疾病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间可以相互交替和相互转化。
疾病中因果交替规律的发展，常可形成恶性循环，经过适当的处理也可形成良性循环。
任何疾病基本上都是整体疾病，而各组织、器官和致病因素作用部位的病理变化，均是全身疾病的局
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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