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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基础》

前言

　　2006年9月，卫生部科教司印发了《关于加强卫生职业教育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卫生职业教育的
办学指导方针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岗位需求为向导”，提出要深化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建立
以培养职业能力为重点的深层体系，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基本职业素质为主体，对教学内容进行科
学地选择配置，构建科学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本教材是为当前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各相关专业
所编写。旨在满足中职护理、助产及相关专业学生专业培养目标，并充分考虑中职学生能力及基础知
识掌握程度，以适用、够用为指导思想，同时兼顾病理学的系统性和承前启后的课程特点。　　本教
材编写过程中得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湖北省医学职业教育研究室及各参编学校及编者的大力支持
，参编人员均为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以最短的时间完成编写任务，在此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疏漏和缺憾将在今后教材使用中予以弥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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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基础》

内容概要

《病理学基础》是为当前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各相关专业所编写。旨在满足中职护理、助产及相关专业
学生专业培养目标，并充分考虑中职学生能力及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以适用、够用为指导思想，同时
兼顾病理学的系统性和承前启后的课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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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病理学概述
　　一、病理学的任务
　　二、病理学的范围及在医学中的地位
　　三、病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学习方法
　第二节 疾病概述
　　一、健康和疾病的概念
　　二、病因学概述
　　三、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规律
　　四、疾病的经过与结局
第一章 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伤与修复
　第一节 细胞和组织的适应
　　一、萎缩
　　二、肥大
　　三、增生
　　四、化生
　第二节 细胞和组织的损伤
　　一、变性
　　二、坏死
　第三节 损伤的修复
　　一、再生
　　二、纤维性修复
　　三、创伤愈合
第二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第一节 充血
　　一、动脉性充血
　　二、静脉性充血
　第二节 血栓形成
　　一、血栓形成的条件和机制
　　二、血栓形成的过程及类型
　　三、血栓的转归
　　四、血栓对机体的影响
　第三节 栓塞
　　一、栓子的运行途径
　　二、栓塞的类型及其后果
　第四节 梗死
　　一、梗死的原因
　　二、梗死的形态特点及类型
　　三、梗死对机体的影响
第三章 炎症
　第一节 炎症的原因
　第二节 炎症的局部基本病理变化
　　一、变质
　　二、渗出
　　三、增生
　第三节 炎症的局部表现和全身反应
　　一、局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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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基础》

　　二、全身反应
　第四节 炎症的类型
　　一、炎症的临床分类
　　二、炎症的病理分类
　第五节 炎症的结局
　　一、痊愈
　　二、迁延不愈
　　三、蔓延扩散
第四章 肿瘤
　第一节 肿瘤的概念和特征
　　一、肿瘤的概念
　　二、肿瘤的特性
　第二节 肿瘤的命名与分类
　　一、肿瘤的命名原则
　　二、肿瘤的分类
　　三、肿瘤的分级与分期
　　四、常见肿瘤的病变特点
　第三节 癌前病变与原位癌
　　一、癌前病变
　　二、原位癌
　第四节 肿瘤的病因与发生机制
　　一、肿瘤的病因
　　二、肿瘤的发病机制
第五章 常见疾病
　第一节 心血管系统疾病
　　一、风湿病
　　二、动脉粥样硬化
　　三、高血压病
　第二节 呼吸系统疾病与结核病
　　一、肺炎
　　二、慢性阻塞性肺病
　　三、结核病
　第三节 消化系统疾病
　　一、慢性胃炎
　　二、消化性溃疡病
　　三、病毒性肝炎
　　四、肝硬化
　第四节 肾小球肾炎
　　一、病因和发病机制
　　二、基本病理变化
　　三、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分类
　　四、常见肾小球肾炎的类型
　第五节 内分泌系统疾病
　　一、糖尿病
　　二、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
第六章 缺氧
　第一节 常用的血氧指标
　　一、氧分压
　　二、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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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氧含量
　　四、氧饱和度
　　五、动一静脉血氧含量差
　第二节 缺氧的类型与特点
　　一、低张性缺氧
　　二、血液性缺氧
　　三、循环性缺氧
　　四、组织性缺氧
　第三节 缺氧时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
　　一、呼吸系统的变化
　　二、循环系统的变化
　　三、血液系统的变化
　　四、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
　　五、组织细胞的变化
　第四节 影响机体对缺氧耐受性的因素
　　一、代谢耗氧率
　　二、机体代偿能力
第七章 休克
　第一节 休克的原因和分类
　　一、休克的原因
　　二、休克的分类
　第二节 休克的发展过程及微循环变化
　　一、微循环缺血期
　　二、微循环淤血期
　　三、微循环衰竭期
　第三节 休克时机体代谢、功能变化
　　一、机体代谢变化
　　二、机体器官功能变化
第八章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第一节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概念
　第二节 DIC的原因和发生机制
　　一、DIC的原因
　　二、DIC的发生机制
　第三节 影响DIC发生、发展的因素
　　一、单核一巨噬细胞系统功能受损
　　二、肝功能严重障碍
　　三、血液高凝状态
　　四、微循环障碍
　第四节 DIC的分期及分型
　　一、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分期
　　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分型
　第五节 DIC时机体主要功能、代谢的变化
　　一、出血
　　二、器官功能障碍
　　三、休克
　　四、贫血
第九章 重要器官功能衰竭
　第一节 心力衰竭
　　一、心力衰竭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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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心力衰竭的原因和诱因
　　三、心力衰竭的分类
　　四、心力衰竭的发生机制
　　五、心力衰竭时机体的功能、代谢的变化
　第二节 呼吸衰竭
　　一、呼吸衰竭的概念
　　二、呼吸衰竭的原因及发生机制
　　三、呼吸衰竭时机体的功能、代谢的变化
　第三节 肝性脑病
　　一、肝性脑病的概念
　　二、肝性脑病的原因和分类
　　三、肝性脑病的发生机制
　　四、肝性脑病的诱因
　第四节 肾衰竭
　　一、肾衰竭的概念
　　二、急性肾衰竭
　　三、慢性肾衰竭
　　四、尿毒症
《病理学基础》实验指导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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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其他因素　　（1）年龄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　　（2）性别绝经期前，
女性发病率明显低于男性，绝经期后，这种差异消失。　　（3）肥胖肥胖者易发生高脂血症、高血
压、糖尿病等，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二）基本病理变化　　1.脂纹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早
期病变。肉眼观察：动脉内膜上出现帽针头大小斑点及宽1～2mm、长短不一的黄色条纹，不隆起或
稍微隆起于内膜表面。镜下为泡沫细胞聚集。　　2.纤维斑块期由脂纹发展而来。肉眼观察：见隆起
于内膜表面的灰黄色斑块。随着斑块表层的胶原纤维不断增加及玻璃样变，脂质被埋于深层，斑块乃
逐渐变为瓷白色。镜下观察：斑块表面为一层纤维帽，纤维帽之下有不等量增生的平滑肌细胞、巨噬
细胞、泡沫细胞以及细胞外脂质和基质。　　3.粥样斑块期肉眼观察：见明显隆起于内膜表面的灰黄
色或瓷白色斑块。切面，表层的纤维帽为瓷白色，深部为多量黄色粥糜样物质。镜下观察：纤维帽玻
璃样变，深部为大量无定形坏死物质，其内见胆固醇结晶和钙盐沉积，底部和边缘可有肉芽组织增生
。病变严重者中膜平滑肌细胞呈不同程度萎缩，中膜变薄。　　4.复合性病变　　（1）斑块内出血斑
块内新生的血管破裂，血液流人斑块内，形成斑块内血肿，使斑块更加隆起，甚至使动脉管腔完全闭
塞。　　（2）斑块破裂斑块表面的纤维帽破裂，局部形成溃疡，坏死性粥样物质可流人血液而造成
栓塞。　　（3）血栓形成斑块处内膜损伤和溃疡的形成，促使血栓形成，若脱落可致栓塞。　　（4
）钙化钙盐可沉积于坏死灶及纤维帽内，动脉壁因而变硬、变脆。　　（5）动脉瘤形成由于中膜萎
缩、弹性下降，在血管内压力的作用下而向外膨出，形成动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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