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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医学概论》是一部供医药院校的非临床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学习、了解医学全貌，掌握必
要的医学基础知识的教材，也可供其他院校生物医学相关专业学生使用。
全书打破了基础医学各科的界限，实现了按照器官系统为主线，对解剖结构、组织绡构、生理功能等
知识点进行整合，揭示了人体生命的化学特征、人体防御体系的构成、人体正常时与异常时的状态。
内容涵盖了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原生物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健康
与疾病的基本概念。
本书层次分明、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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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自然科学的疾病观在中世纪以后，医学开始从神学中得到解放，自然科学的疾病观
在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得到发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
自然科学的疾病观提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来认识疾病。
比如，在18世纪，意大利病理学家摩尔干尼提出了疾病是由于器官内发生了解剖学的变化而引起的，
并对症状作出了解释和预见；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在19世纪又进一步提出，特定细胞的损伤就是疾病
的本质所在，疾病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的结果就会产生疾病，因此疾病具有严格的定位。
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说是一种企图科学地对疾病的本质进行揭示的病理学理论。
根据对病因学的研究，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德国医学家科赫也在19世纪提出，疾病的某种特异性病
因可以决定其大多数的特征，因此疾病还需要按照其病因的不同进行分类。
自然哲学的疾病观和自然科学的疾病观的一个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尽可能用推测和类比的方法来
制定一个体系，从而揭示和说明疾病的一切现象，并且尽量不留空白；而后者则是尽可能地用观察和
实验的方法来支持其对疾病现象的揭示，在得不到这种支持的情况下，就会留下大片的空白，让人们
继续对其进行研究和探索，促使医学取得不断进步。
4.现代疾病观的产生与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坎农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由于机体对付内外环境变化的
自然调节控制能力遭到破坏，进而导致机体相对的不稳定性；40年代，摩尔根提出了“遗传起源说”
，将对一些疾病的本质认识深入到了染色体水平；俄国的巴甫洛夫用其创立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
来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机体的康复过程，对研究疾病的本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产生和确立以及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免疫学的发展，还有测试手段和技术设备的日益完善，使得人们对疾病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更加全
面和深刻，现代疾病观包括以下几个要点：①疾病是与健康对立统一的，它是有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
的一种运动形式，是一种与健康不同的特殊的生命活动过程；②疾病是由于某种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
而引起整个机体反应的结果，它必须在一定条件才能发生；⑧损害与抗损害的矛盾斗争贯穿在引起这
个结果的过程中：④在这种矛盾斗争中表现出了机体的组织器官与功能、代谢和结构上的病理变化以
及机体与外界环境的协调过程中存在的障碍，进而对劳动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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