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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适应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培养面向21世纪的医学人才，全国医学成人高等教
育专科教材编审委员会根据第2版教材的使用情况、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安排和成人教育的特点，决定
进行再版修订。
这次修订是本着拓宽学员的科学思路和强化基础理论的宗旨，既保持专科层次，又适当增加深度，补
充了案例及相关分析内容，从而进一步突出教材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全书语句精练，重点突出，便于自学。
本教材特点如下：①调整了部分章、节，并增加了若干插图；②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相
关资料，在每章最后附有与本章有关的案例及相关组织或系统疾病的组织学与胚胎学基础，目的在于
加强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的联系和结合，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便于学生早期接触临床
医学知识，为学生学习其他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必要的形态学基础。
　　本版教材是在第2版的基础上修订、编写而成的。
第2版主编孙宝利、王燕蓉、武玉玲及编委们以深厚的学术造诣，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本教材修订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同时对关心和支持本版教材修订工作的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版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兼顾了普通医学专科生的特点，因此，亦适用于普通医学专科生。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师生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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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组织胚胎学（第3版）》为适应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培养面向21世纪的医学人
才，全国医学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教材编审委员会根据第2版教材的使用情况、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安排
和成人教育的特点，决定进行再版修订。
这次修订是本着拓宽学员的科学思路和强化基础理论的宗旨，既保持专科层次，又适当增加深度，补
充了案例及相关分析内容，从而进一步突出教材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全书语句精练，重点突出，便于自学。
本教材特点如下：①调整了部分章、节，并增加了若干插图；②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相
关资料，在每章最后附有与本章有关的案例及相关组织或系统疾病的组织学与胚胎学基础，目的在于
加强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的联系和结合，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便于学生早期接触临床
医学知识，为学生学习其他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必要的形态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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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30年代，德国人施万（Schwann）和施莱登（Schleiden）在对动物和植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一切动、植物体的基本结构单位和功能单位。
在细胞中进行着复杂的化学反应，新细胞是由原有细胞产生的。
这一学说激发了科学界深入研究细胞的热情。
19世纪下半叶，由于显微镜制造技术的提高、组织切片机的发明、生物标本固定和染色方法的改进与
发展，成为组织学和细胞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到19世纪末，人们已能较为正确地描述细胞结构，包括染色体、核仁、线粒体、粗面内质网、高尔基
复合体、中心体等。
利用切片技术，在细胞水平对机体标本进行全面详细的观察和研究，使组织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而系
统的学科。
　　20世纪40年代，电子显微镜（简称电镜）的发明使观察工具的分辨率从光镜的0.29m提高到约0.2
nm，为人类揭示丰富多彩的微观世界之奥秘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以后，超薄切片术和扫描电镜的问世，使人们在原子水平观察物质结构的理想基本实现，从而为人类
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视觉空间。
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革命性飞跃i组织学也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亚细胞水平上发现的细胞膜、细胞器、染色体、细胞间纤维成分的结构，为深入阐明细胞、组织和
器官的功能提供了新的依据。
　　近30年来，新技术方法不断出现并用之于组织学研究，如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细胞化学术、放射
自显影术、组织培养、细胞融合、荧光和激光技术、原位杂交术及图像分析术等。
这些技术的运用，使组织学研究内容不断充实，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各学科间基本理论互相渗
透，基本技术互相引用，形成了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如功能组织学、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神
经内分泌学、生物体视学等。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能显示细胞和组织中的蛋白质，提供其定位、定性和定量的信息；原位杂交术能在
切片上特异性地显示DNA与mRNA片段，提供细胞所含基因及其表达状态的信息，深化了对细胞分化
和功能调节的认识。
这两种技术的应用，使组织学的研究进入分子水平。
另外，近年发展的组织工程技术，在体外模拟培养出了皮肤、软骨、骨等器官和组织，使组织学具有
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国的组织学教育和科研工作是在20世纪初与我国现代医学教育、科研事业一同发展起来的。
老一辈组织学家如马文昭、鲍鉴清、王有琪、张作干、李肇特、薛社普等，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
人才教育等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三节组织学研究常用技术简介　　研究组织学的技术种类繁多，如光镜技术、电镜技术、组织
化学术、放射自显影术、图像分、析术、细胞培养术和组织工程等。
本书只对主要方法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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