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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教育部教育改革、提倡教材多元化的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医学部联合国内多家医学院校于2003年
出版了第1版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材，受到了各医学院校师生的好评。
为了反映最新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医学进展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是配合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建设的要求，2008年我们决定对原有的教材进行改版修订。
本次改版广泛收集了对上版教材的反馈意见，同时，在这次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吸收了较多院校的
富有专业知识和一线教学经验的老师参加编写，不仅希望使这套教材在质量上进一步提升，为更多的
院校所使用，而且我们更希望通过教材这一“纽带”，增进校际间的沟通、交流和联系，为今后的进
一步合作奠定基础。
第2版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材共32本，其中22本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材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紧密结合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和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的
考试要求，严格把握内容深浅度，突出“三基”（即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体现“五性
”（即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继承和发扬原教材结构优点的基础上，修改不足之处，使新版教材更加层次分明、逻辑性强、结构
严谨、文字简洁流畅。
教材中增加了更多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的总结性图表，这原是国外优秀教材的最大特点，但在本
版我国自己编写的教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除了内容新颖、具有特色以外，在体例、印刷和装帧方面，我们力求做到有启发性又引起学生的兴趣
，使本套教材的内容和形式都双双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编写第2版教材时，一些曾担任第1版主编的老教授由于年事已高，此次不再担任主编，但他们对改
版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他们作出的贡献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教材的出版凝聚了全体编者的心血，衷心希望她能在教材建设“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再次脱颖而
出，为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同时感谢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本次改版能够顺利完成。
尽管本套教材的编者都是多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但基于现有的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当之处
，欢迎广大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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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之一，全书共分16个章节，主要对病理学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
体内容包括损伤的修复、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心血管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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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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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间叶组织的化生化生亦可发生于两种间叶组织之间，多由纤维结缔组织化生为骨、软骨
和脂肪组织。
如骨化性肌炎（myositis ossificans）时，由于长期的局部损伤使皮下肌间纤维组织增生并化生为骨组织
。
第二节细胞和组织的损伤当内外因素的刺激作用超过了组织细胞所能适应的程度，组织和细胞即可发
生损伤（inrury）。
轻度损伤多为可逆性，去除病因后可恢复，重度损伤则导致不可逆性损伤，或经过可逆性阶段最终引
起细胞死亡。
细胞死亡有两种形式，即坏死（necrosis）和凋亡（apoptosis）。
一、细胞和组织损伤的原因引起组织和细胞损伤的原因多种多样，且比较复杂，造成损伤的程度与致
损伤因子的强弱、持续时间，以及组织、细胞对损伤的耐受性有关。
损伤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一）缺氧缺氧（hypoxia）是最常见而且最重要的细胞损伤的原
因之一。
重度缺氧常导致细胞死亡。
缺氧可分为全身性和局部性。
前者多由空气稀薄（高原缺氧）、呼吸道疾病、血红蛋白的携氧能力下降（CO中毒）或呼吸链酶系
被灭活（氰化物中毒）所致。
局部缺氧多由缺血引起，是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的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局部缺血后血流的恢复反而加剧组织的损伤，称为缺血再灌注损伤。
（二）物理因素物理性损伤因子包括高温、低温、机械性损伤、电击、电离辐射和微波、强噪声。
常引起细胞广泛而严重的损伤。
（三）化学因素化学毒物如四氯化碳、砷化物、有机磷、氯化物，某些重金属等均可引起组织、细胞
损伤。
损伤程度与毒物的浓度、作用时间和部位以及机体对毒物的吸收、代谢、排泄能力有关。
很多药物在发挥治疗作用的同时，其毒副作用也可造成组织损伤。
（四）生物因素生物因子也是最常见的致损伤因子，如细菌、真菌、支原体、螺旋体、立克次体、衣
原体、病毒和寄生虫等。
其种类繁多，致损伤机制各不相同。
它们可通过产生各种毒素、代谢产物或经机械作用导致组织损伤，也可通过介导免疫反应引起损伤。
（五）免疫反应免疫缺陷或功能低下可致机体反复感染，变态反应和自身免疫均可引起组织损伤，器
官移植中发生的排斥反应也是造成组织损伤的原因。
（六）遗传因素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等遗传缺陷可造成细胞结构、功能和代谢异常，可引起组织、
细胞的损伤性改变。
可表现为先天性畸形、某些器官功能不全或对环境因素和某些疾病的遗传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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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病理学》是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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