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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

 病理学（pathology）是研究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结局和转归的医学

基础学科。

 病理学的学习目的是认识和掌握疾病本质和发生发展规律，为疾病诊治和预防提供

理论基础。

 病理学是临床医学的重要学科之一，是许多疾病诊断最可靠的方法。



病理解剖学主要侧重从形态

结构变化的角度观察和研究

疾病。

二者相辅相成、联系密切，

其共同任务是揭示疾病的

本质，为疾病预防和诊疗

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因

此病理学也是临床医学的

重要学科之一。

一、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

病理解剖学

病理生理学

病理学

病理生理学主要侧重从功能

和代谢的角度观察和研究疾

病



二、病理学在医学中的地位

1.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

病理学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

2.在临床诊治中的地位

病理学诊断是临床上很多疾病诊断的依据。

3.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病理学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病理学分为人体病理学和实验病理学两部分。

三、病理学诊断和研究的方法

 前者通过尸体解剖、活体组织

检 查 / 外 科 病 理 学 （ surgical

pathology）和细胞学检查所获

得的材料对疾病做出最后诊断。

 后者以疾病的动物模型或在体

外培养的细胞、组织或器官为

材料进行医学研究。



1 2 3

简称尸检，即对死者的遗体进行病理解剖和后续病理学检查，是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一） 人体病理学的诊断和研究方法

1. 尸体剖检（autopsy）

 作用：

 确 定 诊 断 ， 查 明 死

因 ， 协 助 临 床 总 结

在 诊 断 和 治 疗 过 程

中的经验和教训。

 发现和确诊某些新的

疾病、传染病、流行

病等，为卫生防疫部

门采取措施提供依据。

 为 病 理 学 教 学 收 集

各 种 疾 病 的 病 理 标

本。



（一） 人体病理学的诊断和研究方法

2. 活体组织检查（biopsy）

简称活检，即用局部切取、钳取、粗针穿刺和搔刮等手术方法，从活体内获取病变组织进

行病理诊断。
 意义：

 有利于及时准确地对疾病做出病理诊

断，作为指导治疗和判断预后的依据。

 术中冷冻切片快速诊断可以协助临床

医生选择最佳的手术方案。

 疾病治疗过程中，定期活检可动态了

解病变的发展和判断疗效。

 可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基因检测等方

法对疾病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诊断。



（一） 人体病理学的诊断和研究方法

3. 细胞学检查

 细胞来源：采集器在病变部位直接采集脱落细胞，自然分泌物、体液及排泄

物中的细胞，内镜或细针穿刺（FNA）病变部位采集的细胞。

 用于疾病诊断、体检普查，激素水平测定，为细胞培养和分子诊断学提供标本。

 设备简单、操作简便，患者痛苦少而易于接受。

 诊断可靠性不能等同于活体组织检查。

通过采集病变处的细胞，涂片染色后进行诊断。



（二） 实验病理学研究方法

1. 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

 在适宜动物身上

复制某些人类疾

病的动物模型

 进而研究疾病的病

因学、发病学、病

理变化及疾病的转

归。



（二） 实验病理学研究方法

2. 组织和细胞培养（tissue and cell culture）

 将某种组织或单细胞用适宜的培养基在体外培养

 研究在各种因子作用下细胞、组织病变的发生和发展及外来因素的
影响。



四、病理学的发展

 细胞病理学的创立

 病理学学科体系的形成

 分子水平的研究

 数字病理学的发展

 器官病理学的提出奠定了医学及病理学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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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疾病

疾病（disease）是在一定病因作用下，机体自稳态调节紊乱而导致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

（一）疾病的概念

 疾病时，机体的自稳
态调节功能紊乱，组
织细胞形态结构、功
能和代谢发生病理和
病理生理改变，并表
现出症状、体征等临
床表现和社会行为的
异常。

 症状是指病人主观上的异常感觉，如头疼、腹痛、
鼻塞、恶心、呕吐等。

 体征是指疾病的客观表现，能用临床检查的方法
查出。



一、疾病

（二）病理过程

 病理过程是指存在于不同疾病中具有共性的

形态结构、功能和代谢的异常变化。

 相同的病理过程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疾病中



二、疾病的原因

引起疾病发生的原因，称之为病因，是指引起疾病并决定该疾病特异性的因素。

没有原因的疾病是不存在的。病因种类很多，一般分为以下七大类：

 生物因素

 理化因素

 营养因素

 遗传因素

 先天因素

 免疫因素

 心理和社会因素



三、疾病的共同规律

（一）损伤与抗损伤

 致病因素引起损伤，机体的自稳态被打乱，机体将调动各种防御、代

偿功能进行调节，以建立疾病状态下的新稳态，称为抗损伤反应

损伤占优势
↓

疾病恶化
↓

导致死亡

抗损伤占优势
↓

疾病好转
↓

痊愈

 损伤与抗损伤可相互转化



三、疾病的共同规律

（二）因果交替

 原始病因作用于机体产生

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又可

作为新病因引起新的后果，

如此原因与结果的交替不

已，形成了一个链式的疾

病发生发展过程



三、疾病的共同规律

（三）局部与整体

 疾病往往同时或先后存在局部表现和全身反应，二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病毒性肝炎

局部表现：肝区肿胀、疼痛

全身症状：发热、乏力、黄疸和食欲降低



四、疾病的基本机制

（一）神经机制

 致病因素直接或间

接作用于机体的神

经系统

（二）体液机制

 致病因素改变体液

因子的数量或活性

（三）细胞机制

 致病因素直接或间接

作用于组织、细胞

（四）分子机制

 细胞损伤必将涉及分

子的变化



五、疾病的经过与转归

（一）疾病的经过

 病理过程是指存在于不同疾病中具有共性的

形态结构、功能和代谢的异常变化。

 相同的病理过程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疾病中



五、疾病的经过与转归

（一）疾病的经过

 潜伏期：病因侵入机体到出现最初症状之前的阶段。

 前驱期：出现最初症状到典型症状出现之前的阶段。

 症状明显期：出现该疾病典型性临床症状和体征的一

段时间。

 转归期：是指疾病发展的最后阶段。



五、疾病的经过与转归

（二）疾病的转归

是指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发展趋势和结局。

1

1.康复

 ①完全康复

 ②不完全康复

2

2.死亡

 ①濒死期

 ②临床死亡期

 ③生物学死亡期



五、疾病的经过与转归

（二）疾病的转归

脑死亡（brain death）认为死亡是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永久性停止，

是指全脑功能的永久性丧失。

判断标准

 无自主呼吸

 不可逆性昏迷或对外界的刺激完

全失去反应

 脑干神经反射消失

 瞳孔散大固定

 脑电波消失

 脑血管造影脑血液循环完全停止

临床意义

 协助医务人员判定患者的死亡时

间，为适时终止复苏抢救提供理

论依据，从而避免无效的抢救和

减少不必要的经济和人力消耗；

 有利于器官移植。



本章介绍了病理学的概念、内容和任务、

研究方法及病理学的历史和发展等。重点掌

握病理学的概念、病理学诊断和研究常用的

方法。熟悉病理学的内容和任务、病理学在

医学中的地位以及在临床工作中的作用。了

解病理学的历史和发展。

病理学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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