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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一本系统介绍病理学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学术专著，旨在为

广大医学专业人士提供一部全面、深入、易于理解的参考书籍。本书分为

三大部分：病理学基础理论、器官系统病理学和诊断病理学实践。

第一篇深入探讨病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包括细胞损伤与适应、细

胞死亡与组织修复、炎症与免疫反应以及肿瘤的病理基础，为读者打下坚

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篇则针对各大器官系统的常见病变进行详细分析，包

括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和神经系统等，结合实际

临床病例，全面展示各系统的病理特征。第三篇聚焦病理学的诊断应用，

涵盖临床病理、外科病理、细胞病理学和分子病理学的最新技术和方法，

帮助读者掌握现代病理诊断的实践技巧。

本书内容详实、结构严谨，不仅适用于病理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也

为临床医生、医技人员提供了实用的病理诊断参考，是医学领域必备的重

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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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病理学概述

1

第一篇 病理学基础理论
第一章 病理学概述

第一节 病理学的定义与发展

一、病理学的定义

疾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病原因子和机体反应功能的相互作用下，患病机体有

关部分的形态结构、代谢和功能都会发生种种改变，这是研究和认识疾病的重要依据。病

理学（pathology）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方法研究疾病的原因（病因学，etiology）、在病

因作用下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发病学，pathogenesis）以及机体在疾病过程中的功能、

代谢和形态结构的改变（病变，pathologicalchanges），阐明其本质，从而为认识和掌握

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为防治疾病，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病理学既是医学基础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具有临床性质的学科，称之为

诊断病理学（diagnosticpathology）或外科病理学（surgicalpathology）。按照研究对

象的不同，还可分为人体病理学和实验病理学。病理学诊断常常是以诊断为目的，从病人

或从病人体内获取的器官、组织、细胞或体液为对象，包括尸体剖检（autopsy）、外科病

理学和细胞学（cytology）。它以患病机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疾病过程中机体的形态结

构、代谢和功能变化的研究，揭示疾病的本质和发生发展规律，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

防提供理论基础。病理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从细胞、组织到器官和整体水平的各种病理变

化。它不仅关注疾病状态下的结构改变，还深入探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生理和生化变

化，以及这些变化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

二、病理学的发展历程

（一）古代病理学

在古代，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主要基于观察和经验。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医学文

献中就有关于疾病症状和尸体解剖的记载。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被认为是

西方医学之父，他强调观察疾病的自然过程，并提出了体液学说，认为疾病是由于体内四

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不平衡引起的。

在中国，古代医学家也对疾病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疾

病病因、病机和症状的详细描述，以及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的医学家

还通过尸体解剖和观察，对人体的脏腑结构和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

（二）近代病理学

1.器官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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