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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成人医学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对于深化成人医学教育改革，保证教学质量，培养新世纪高素质医学
专门人才，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书遵照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提出的医学专科培养目标，贯彻面向基层培养人才，突出中专起点的成
人教育特点，并按规定的72学时编写时数完成编写工作。
　　依据以上指导思想，在第2版基础上进行修订，首先拟定编写大纲，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进
行修订和补充，重点内容为常见病、多发病及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
为突出成人教育特点，加强了理解性内容，如对病理与临床联系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在病因和发
病机制方面，突出目前公认的新观点、新进展；将病理变化作为重点描述：用镜下形态解释大体所见
，再用病理形态解释临床表现，即镜下、大体和临床三结合。
在编写过程中，注意成教专科教材整体优化，淡化学科传统意识，突出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
发性和实用性。
为适应新世纪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结合成教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培养对象的要求及执业医师考试大纲
的内容进行编写。
在绪论中增加了临床医师申请病理诊断的原则等相关内容，进一步密切临床医师与病理的联系。
更换、新增加了部分病理插图。
　　本次修订将第2版部分章节进行了合并归纳，共分为14章。
其中1～4章为总论内容，突出基本病理过程和基本概念的描述，5～14章为各论内容，突出常见病的临
床病理联系及并发症，并注重总论与各论的联系，每章后附病例及思考题。
且为便于学生学习及参考，在教材的最后附了7个内容：人体正常器官的重量及大小、临床检验及体
检参考值、尸体剖验、病理检验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临床病理讨论会基本知识（编写CPC专用病历
）、中英文对照、彩图。
书中插图以清晰线条图为主，适当插入照片图并进行了适当更新。
对新乡医学院崔静老师、滨州医学院刘鲁英老师在本书的修订中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感谢！
本书第2版主编和瑞芝教授在本次修订中给予了全方位的具体指导，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本次教材修订的院校有：新乡医学院、滨州医学院、蚌埠医学院、皖南医学院、延边大学医
学部、长治医学院、牡丹江医学院、西安医学院、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鉴于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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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新世纪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结合成教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培养对象的要求及执业医师考试
大纲的内容进行编写。
在绪论中增加了临床医师申请病理诊断的原则等相关内容，进一步密切临床医师与病理的联系。
更换、新增加了部分病理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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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病理讨论会基本知识附录F 中英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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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组织化学和细胞化学观察运用具有某种特异性的、能反映组织和细胞成分化学特性的组织化学
和细胞化学方法进行观察，可以了解组织、细胞内各种蛋白质、酶类、核酸、糖原等化学成分的状况
，从而加深对形态结构改变的认识。
如运用苏丹Ⅲ染色法可将细胞内的脂肪成分反映出来。
再如糖原染色、碱性磷酸酶染色等都可反映出组织细胞内相应成分的改变。
随着免疫学技术的进步，还可运用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细胞化学的方法，了解组织、细胞的免疫学性
状，对于病理学研究和诊断都有很大帮助。
　　除上述常用方法外，近数十年来陆续建立的还有放射自显影技术、分析鉴定技术、显微分光光度
技术、流式细胞仪技术、形态测量（图像分析）技术、多聚酶链反应技术以及分子原位杂交技术等一
系列分子生物学技术。
这就不仅使常规的形态学观察发展到形态结构改变与组织、细胞化学变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且将
历史的定性的研究发展到对病理改变进行形态的和化学成分的定量研究，这些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使我们对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逐渐获得更为深入的了解，使病理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四、学习病理学的指导思想　　学习和研究病理学，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即用对立统一的法则去认识疾病过程中各种矛盾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学会用运动发展的观点看待疾病
，善于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为此，在学习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动与静任何疾病及其病理变化，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
在病理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上所见到的病变，只是疾病的某一阶段，并非它的全貌。
因此，在观察任何病理变化时，都必须以运动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理解，既要看到它的现状，也
要想到它的过去和将来，才能比较全面的认识其本质。
　　2.局部与整体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全身各个系统和器官是互相联系、密切相关的，通过神经体液因素协调活动以维持机体的健康状态。
所以局部的病变常常影响全身，而全身的改变，也可影响局部的变化。
如肺结核患者，病变虽然主要在肺，但常有疲乏、发热、食欲缺乏等全身表现，另一方面，肺的结核
病变也受全身状态的影响，当机体抵抗力增强时，肺的病变可以局限甚至痊愈，抵抗力降低时，原有
的陈旧性病变又可复发或恶化。
不可否认，某些情况下局部病变对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
但必须看到局部病变始终是和全身状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疾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局部与整体的互相联系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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