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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级临床病理生理学》是一本供临床各科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其内容以医学院校本科《病理生
理学》为起点，在此基础上，选取一些与临床疾病有关的病理生理课题进行讨论。
希望该教材能密切联系临床实践，为临床各科研究生、住院医师及时更新知识、拓宽视野使用，并为
临床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与选题线索。
　　本教材共分14章，既有基础病理生理学的内容，如氧化应激与疾病、钙转运异常与疾病、肿瘤病
毒病因等；又有细胞分子病理生理学的内容，如细胞信号转导与疾病、基因治疗的原理和应用、细胞
凋亡与疾病等。
此外，还有一些与临床疾病密切相关的进展性章节，如抗血管新生治疗及治疗性血管新生，危重病时
微血管和微血流障碍的细胞分子机制及其临床意义，艾滋病的临床病理生理学等。
希望本教材能在整体、细胞、分子水平上为患病时机体内各器官的功能代谢变化及各种疾病的发病机
制提供新材料。
　　本教材由多人执笔撰写，大多数作者所写的章节均与其从事研究的课题内容相关，而且经过10余
年研究生课的讲授实践，成稿时又经多次修改，因此具有一定特色。
由于目前国内针对临床研究生的病理生理学教材少见，本教材内容无同类书刊可供参考、借鉴，参加
编写的人员较多，故撰写的内容深浅、格式可能不完全一样。
限于水平，书中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缺点和错误，欢迎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学生指正。
最后感谢各位编者在繁忙的教研工作之余执笔完成此教材，也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琦编辑为本教
材的出版给予的关心与帮助。
希望本教材的出版能为临床研究生的病理生理学教学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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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供临床各科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其内容以医学院校本科《病理生理学》为起点，在此基础
上，选取一些与临床疾病有关的病理生理课题进行讨论。
希望该教材能密切联系临床实践，为临床各科研究生、住院医师及时更新知识、拓宽视野使用，并为
临床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与选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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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惠铭，男，1938年出生于上海市。
历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微循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微循环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病理生理杂志》副主编，中国
病理生理学会常务理事，亚洲微循环联盟（AMU）常务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学
科评审组评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监督委员会常委。
　　近年来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中华医学基金（CMB）、中日合作科研基金等研究，从
事国家“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重点课题“重大心肾疾病发病机制和干预”的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微循环、休克、纤维连接蛋白、肿瘤坏死因子、创伤、肥胖、血管内皮细胞增殖与
凋亡、血管新生的调控及治疗性血管新生的实验研究等。
在国内外多种核心期刊或SCI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人体病理生理学》、《临床病理生
理学》、《细胞分子病理生理学》、《微循环与休克》等专著10部。
任卫生部临床医学全国规划教材《病理生理学》第4～6版主编，教育部八年制全国规划教材《病理生
理学》主编。
培养硕士生20名、博士生5名。
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市级奖3项。
2000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第4届亚洲微循环学术大会上获“亚洲微循环奖”（Award of Asian
Microcirculation）。
2008年获复日大学上海医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陈思锋，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年生。
曾任第二军医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主任（代）、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肾脏系医学助理教授．现
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副主任（主持工作）。
主要从事急性和慢性非感染性血管炎症，特别是移植性血管内膜病变的发生机制和基因治疗研究。
主持（5项）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项。
主持和承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项目4项、国际1型糖尿病协会重大项目1项。
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项目等多个研究课题。
在JEM、PNAS、JASN、AJT等杂志发表论著60余篇。
曾获德国洪堡奖学金、国际癌症联盟技术转移奖、波兰科技进步奖（国际合作研究）各1项，军队科
技进步二、三等奖7项。
曾参加英文和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病理生理学》，以及《病理生理学进展》、《急救医学
》、Laboratory Techniques in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等专著编写，现为8本国际杂志顾问和审
稿人，在中国病理生理学协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等8个国际、国内专业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长期担任病理生理学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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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危重病患微血管功能障碍的细胞分子机制及其临床意义  第一节 微循环与微循环障碍的近代概
念  第二节 微血管功能障碍  第三节 微血管内皮细胞的激活、损伤与通透性升高第二章 危重病患微血
流紊乱的发生原理及临床意义  第一节 血小板流态异常  第二节 红细胞流态紊乱  第三节 白细胞变性改
变  第四节 血浆流态变化第三章 氧化应激与疾病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氧化应激对机体的影响  第三节 
氧化应激与重要的疾病或病理过程第四章 钙转运异常与疾病  第一节 钙的正常代谢  第二节 “钙火花
”的病理生理  第三节 钙转运异常与疾病的关系第五章 脂质代谢紊乱及其相关疾病  第一节 血浆脂蛋
白代谢概述  第二节 血脂及高脂血症  第三节 脂质代谢紊乱与动脉粥样硬化  第四节 脂代谢紊乱防治的
病理生理基础第六章 血管新生的调控机制  第一节 血管新生的分期与生长方式  第二节 血管新生的调
控第七章 血管新生与疾病  第一节 肿瘤与血管新生  第二节 缺血性心血管疾病与血管新生  第三节 其他
疾病与血管新生第八章 抗血管新生治疗与治疗性血管新生  第一节 抗血管新生治疗  第二节 治疗性血
管新生第九章 肿瘤病毒病因  第一节 肿瘤病毒病因的发展简史  第二节 肿瘤病毒的致癌作用  第三节
DNA肿瘤病毒  第四节 RNA肿瘤病毒第十章 艾滋病的临床病理生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艾滋病的病因
学  第三节 艾滋病的发病学  第四节 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和流行特征  第五节 艾滋病的病程分期与临床表
现的病理生理  第六节 防治艾滋病的病理生理基础第十一章 衰老的病理生理  第一节 动物的寿命  第二
节 衰老机制的研究  第三节 抗衰老的探索第十二章 基因治疗的原理和应用  第一节 基因治疗的发展简
史和概念  第二节 基因治疗的种类、策略和原则  第三节 基因转移  第四节 基因治疗的载体传递系统  第
五节 基因治疗在临床上的应用  第六节 基因治疗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第十三章 细胞信号转导与疾病  第
一节 细胞间通讯  第二节 与信号转导有关的细胞受体  第三节 信号转导途径  第四节 疾病时细胞内信号
转导异常第十四章 细胞凋亡与疾病  第一节 细胞凋亡的概念及主要特征  第二节 细胞凋亡的机制  第三
节 细胞凋亡的调控与信号转导  第四节 细胞凋亡与疾病  第五节 细胞凋亡在疾病发生发展和防治中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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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鱼的脊髓尾部下垂体中分离出的生长抑素样环肽。
已经证实心血管组织中富含及其特异性受体——G蛋白耦联受体具有心功能抑制、血管收缩等心血管
效应，且其缩血管效应比ET一1强10倍，是迄今已知最强的缩血管活性物质。
此外，它还具有促进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心肌细胞增殖等心血管效应。
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脂质沉积的平滑肌和巨噬细胞中也含有丰富的，应用后心肌出现缺血性变
化，提示它可能在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血管活性肽是大循环和微循环调节的主要物质基础，对包括微循环障碍在内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的
发生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血管活性肽的研究已成为解决以上疾病的关键。
认识并阐明其作用机制，有助于阐明以上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探寻疾病治疗的新靶点与新药开发的
新途径。
　　微血管具有产生自动的、不受心脏控制的节律性舒缩能力，称为微血管自律运动。
微血管的这种节律性开放和关闭现象在观察人体手指甲襞微循环或球结膜微循环时每分钟发生0～6次
（此即为微血管自律运动），此时伴有节律性血流加快或减慢，以及周期性的压力波动。
对于此种现象的发生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有学者认为微血管运动现象的存在支持毛细血管主动收缩能力，它能在无平滑肌的情况下主动收缩（
通过胞质里的微丝），或者通过毛细血管外周的周细胞收缩造成。
但另有学者认为毛细血管的此科缩是被动的，它发生在毛细血管前括约肌主动收缩后，并紧接着产生
毛细血管内压降低，此种被动的管腔萎陷，可导致毛细血管完全关闭，此时扁平的内皮细胞变成球形
。
　　微血管自律运动是一种具有独特频率和振幅的运动波。
这种在血管壁上传播的生物波是一种复杂的周期信号，其运动频率的大小与动物整体的血压或脉搏无
直接关系。
它的波动振幅与该局部微血管平均管径的比值随微血管的变小而增大。
越细的微动脉，其自律运动的相对振幅越大。
微静脉与淋巴管中也发现有微血管自律运动的现象等认为，这种微血管自律运动的起搏点可能在微动
脉分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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