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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

内容概要

《病理生理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病理生理学的内容、病理生理学的学科性质及其
在医学中的地位、病理生理学的研究方法、病理生理学的发展简史、疾病概论、疾病的概念、病因学
概论、发病学概论、疾病时的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异常、疾病的转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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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病理生理学（Pathologic Physiology或Pathophysiology）是基础医学理论重要学科
之一，其起到连接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的桥梁作用。其任务是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条件，
研究患病机体的机能、代谢的动态变化及其产生机制，从而揭示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规律，阐明
疾病的本质，为疾病的防治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病理生理学的内容　　病理生理学涉
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临床各科的任何疾病以及在实验动物上复制的任何疾病，都有病理生理学的问题
。虽然疾病种类繁多，但是所有的疾病，都可发生一些共同的变化，都具有一些共同规律。而同一器
官的疾病以至每一种具体的疾病，又各有其特殊的变化和特殊的规律。因此病理生理学的内容可以分
成三个部分，即疾病概论、基本病理过程以及各系统病理生理学。　　1．疾病概论。所包含的内容
是关于各种疾病的普遍规律性问题。如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条件，疾病时稳态（homeostasis）调节的紊
乱及其规律，疾病的转归等。　　2．基本病理过程。是指不同器官、系统在许多不同疾病中可能出
现的共同的、成套的机能、代谢的共同变化，如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缺氧、发热、炎症、播
散性血管内凝血、休克等。　　3．各系统病理生理学。是指各系统的许多不同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一些常见的共同的病理生理变化。例如心血管系统的心力衰竭，呼吸系统的呼吸衰竭，肝
胆系统的肝性脑病和黄疸，泌尿系统的肾功能衰竭等。　　至于每一种疾病的特殊变化和特殊规律，
虽然也属于各系统病理生理学的范围，但病种过多，学时有限，故许多具体疾病的病理生理学问题，
将分别在有关学科特别是临床学科教材中论及，或者参考详为论述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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