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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肾活检病理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如下的补充和改动：①在王海燕教授主编的《肾脏病学》
第三版编纂的基础上，对很多肾脏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适当地引入了本书。
②作者又收集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资料和图片，实验成功了一些实用的新的肾活检病理学方法，充实了
新版内容，如一些遗传性和代谢性肾脏疾病的病理特点。
③要求肾内科临床医生和肾活检病理诊断的病理医生在诊断肾脏疾病时，应有整体观念，为此，本书
对第十七章做了较大的补充。
④对第十八章肾活检病理诊断做了较大的修订。
⑤增加了第十九章临床医生和病理医生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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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肾活检病理检查在肾脏病学中的意义及其历史肾活检病理学的诞生、发展和完善，经过了五十
多年的历史，它的发展与金属材料的发展、穿刺针等器械的改进、医学影像学的进步、病理学的仪器
和试剂以及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医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仅从临床症状和检验指征进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毕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局限
性。
将病变的器官或组织通过病理形态学方法，客观地展现于医生的视野，必能使其思维得以升华，进而
为其诊断和治疗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肾活检的病理诊断在肾脏病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
肾活检病理检查在肾脏病学中的意义在于：①明确肾脏疾病的病理变化和病理类型，并结合临床表现
和检验指标作出疾病的最终诊断。
②根据病理变化、病理类型和病变的严重程度，制订治疗方案。
③根据病理变化、病理类型和病变的严重程度，判断患者的预后。
④通过重复肾活检病理检查，探索肾脏疾病的发展规律，判断治疗方案是否正确，为治疗的实施或修
改提供依据。
⑤通过肾活检病理检查，进行肾脏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研究，发现新的肾脏疾病，丰富肾脏病学
。
肾脏疾病病理学，特别是有关内科肾脏疾病病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程。
19世纪50年代以前，有关肾脏疾病的病理知识，主要来源于尸体解剖，绝大多数是肾脏疾病的终末病
变，很难了解疾病的发展过程，也不能进行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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