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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解剖学》

前言

　　局部解剖学是专门阐述人体各部位层次构造、器官结构的形态特点和相互毗邻关系的学科。它是
临床医学，特别是常用手术为治疗手段的学科和影像诊断学科的重要基础课程，应用性很强，也是基
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课程，是为医学实践服务、医学生迈向成才之路的必修课。　　《
局部解剖学》（案例版）贯彻“教材必须遵循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的方针，
以教学大纲为指导，从编写形式、内容取舍、图文匹配上做到既保留传统局部解剖学的精华，又重视
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力求进一步拓宽视野，达到增强学生素质、提高
培养质量和水平的教学目的。　　本书各章节基本由体表标志、层次构造、局部器官和结构、案例和
提示以及视窗五部分组成。“体表标志”指记载人体各部位体表标志结构及其与深部器官、组织结构
之间的相互定位关系；“层次构造”叙述人体各部位组织结构的层次构造及特点；“局部器官和结构
”用以讲述局部解剖学最基本、最关键、最重要的知识，主要讲述人体结构或器官的构成、位置、毗
邻关系、血管神经的分布和有关的临床意义；“案例和提示”来自与章节内容相关的真实临床病例和
简略分析总结，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积极参与、积极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视窗"部分所选内容为有关临床疾病、技术思维进展、科学发现和健康常识，用以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望、创新意识和自学能力，增强技能和方法训练，为获得相关医学知识和继续教育打下坚
实基础为目的。编者力求依托此教材，加强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训练他们的观察和
思维能力，以实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分析、创新和交流合作能力。　　《局部解剖学》（案
例版）的参编人员均为教学第一线的专职教师，能把握教学规律和科研发展的脉搏，博采众长，推陈
出新；深刻领会教材编写理念和方式，构建完备的知识体系，传授先进的教学构思，以期充分体现新
世纪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体现教材作为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的独特功能，承
担为局部解剖学教学实践服务的作用。从而使《局部解剖学》（案例版）既具有传统的局部解剖学完
整、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又密切结合临床医学发展，体现教材的先进性、前瞻性及科学含量。同时
，既以基础医学为根本，又融合渗透启迪性的临床医学和科学研究知识，体现了局部解剖学作为“桥
梁”课程的学科特点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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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解剖学》

内容概要

《局部解剖学(案例版第2版)》国际接轨、国内独创：真实、典型案例与理论教学相结合，适合案例教
学及PBL教学的尝试，引领当代医学教育教材发展趋势。理念先进、模式创新：体现当代教育、教学
和课程改革的精神和研究成果，强调学科间的联系，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突出实用、引导就业：重视实践，贴近岗位，配套教育部教学大纲，紧跟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国家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案例分析的命题方向。
品质优良、价位适中：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焕然一新的医学类系列教材
定位明确、服务教学：供高等院校临床、预防，基础、口腔、麻醉、影像、药学、检验、护理、法医
等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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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解剖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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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英文名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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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解剖学》

章节摘录

　　《甲乙经》有许多内脏度量衡的记载。宋代王唯一铸铜人，分脏腑十三经和旁注腧穴，是人体模
型的创始。宋代宋慈著《洗冤录》，对人体骨骼及胚胎等有较详细的记载，并附有检骨图。清代王清
任著有《医林改错》一书，对古医书中错误进行了修正，尤其对内脏的记载甚为详细。中国近代第一
代西医学者黄宽（1828～1878年）于1857年（成丰七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归国
，在南华医学校从事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的教学工作。1867年，他在教学过程中亲自解剖1具尸体
。1881年（光绪七年），在天津开办了医学馆。1893年（光绪十九年），该医学馆改名为北洋医学堂
，开设了人体解剖学课程。　　1913年，我国明确人体解剖学为医学生的必修课。解剖学者勇于探索
教学方法，积极编写适用于国内教学的解剖学教材。《解剖学提纲》（汤尔和，1924年）、《局部解
剖学》（李定、汤肇虞，1935年）、《精选解剖学》（汤尔和，1937年）、《解剖学指导》（张查理
，1938年）和《应用解剖学》（陶熙，1948年）等教科书为我国局部解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和革新，人体解剖学分为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和组织胚胎
学3门学科。各高等医药院校为本科生和专科生开设了局部解剖学课程，并根据教学特点自编或合编
了教材。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五年制规划教材《局部解剖学》自1979年出版发行以来，已再版了7次，分
别由曹献廷、徐恩多、彭裕文担任主编，2001年和七年制规划教材《局部解剖学》（王怀经主编
，2001年）对于本科生局部解剖学的教学起到了重要作用。为顺应医学发展趋势和满足临床医学需要
，解剖学工作者编写了各类面向临床医师使用的局部解剖学参考书。钟世镇总主编的《临床解剖学丛
书》（头颈分册，张为龙和钟世镇主编，1988年；胸部和脊柱分册，刘正津和陈尔瑜主编，1989年；
四肢分册，王启华和孙博主编，1991年；腹盆部分册，韩永坚和刘牧之主编，1992年）等参考书对局
部解剖学的发展和临床应用起到了促进作用。近几年来，多数高等医药院校为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
开设了局部解剖学课程，学生选课踊跃，兴趣浓厚。随着教学环境的改善和教学设备的更新，局部解
剖学的教学水平逐渐提高。局部解剖学的研究工作异常活跃，在《解剖学报》、《解剖学杂志》和《
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的科研论文反映了我国局部解剖学研究已处于国际先进行列。恩
格斯说：“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局部解剖学将继续对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发挥巨大的基
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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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解剖学》

编辑推荐

　　供临床、预防、基础、口腔、麻醉、影像、药学、检验、护理、法医等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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