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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理学技术》：适用专业病理学技术(士、师、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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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人体解剖学的基本术语为了正确描述人体结构的形态、位置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必须
制定公认的统一标准，即解剖学姿势和方位术语。因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而必须掌握。　　1.解剖
学姿势即身体直立，两眼平视前方，足尖朝前；上肢垂于躯干两侧，手掌朝向前方（拇指在外侧）。
　　2.常用的解剖方位术语（1）上和下：按解剖学姿势，头居上，足在下。近头侧为上，远头侧为下.
在比较解剖学或胚胎学，由于动物和胚胎体位的关系，常用颅侧代替上；用尾侧代替下。在四肢则常
用近侧、远侧描述部位间的关系，即靠近躯干的根部为近侧，而相对距离较远或末端的部位为远侧。
（2）前和后：靠身体腹面者为前，而靠背面者为后。在比较解剖学上通常称为腹侧和背侧。在描述
手时则常用掌侧和背侧。（3）内侧和外侧：以身体的中线为准，距中线近者为内侧，离中线相对远
者为外侧。描述上肢的结构时，由于前臂尺、桡骨并列，尺骨在内侧，桡骨在外侧，故可以用尺侧代
替内侧，用桡侧代替外侧。下肢小腿部有胫、腓骨并列，胫骨在内侧，腓骨居外侧，故又可用胫侧和
腓侧称之。（4）内和外：用以表示某些结构和腔的关系，应注意与内侧和外侧区分。（5）浅和深：
靠近体表的部分叫浅，相对深入潜居于内部的部分叫深。左、右，水平，中央，垂直等。　　3.轴和
面（1）轴：以解剖学姿势为准，可将人体设三个典型的互相垂直的轴。矢状轴——为前后方向的水
平线。冠状（额状）轴——为左右方向的水平线。垂直轴——为上下方向与水平线互相垂直的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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