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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教学层次。
为适应中医药学的发展及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使培养的研究生成为新世纪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
，具备扎实的现代病理学基础是必要条件之一。
湖北中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近二十多年来为全校研究生开设超微病理学及临床病理学进展的有关理论
和实验技术课程，并由梅家俊教授组织编写了内部使用教材《超微病理学基础及临床病理学进展》，
受到历届研究生的欢迎，先后5次修订，积累了经验。
在此基础上，由湖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学院、江西中医学院、
河南中医学院、山西中医学院等组织多位站在教学与科研一线的正、副教授，交流了研究生培养和课
程开设的经验，共同合作编写了《现代病理学教程》及《现代病理学实验教程》，供中医药院校研究
生和七年制医学生开课使用。
本书为《现代病理学教程》。
研究生教材不仅要注意“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五性”（思想性、科学性、
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适应研究生课题教育的需求，还要“更新”、“更深”、“更高”于本
科教材，注意基础联系临床，中西医结合以至融合，为中医药现代化做出贡献。
据此，本教材分为十九章。
第一至四章为“超微病理学基础”，讲述细胞的基本病变，即以细胞的细胞膜、细胞器、细胞核为单
位，阐述其超微结构与功能，以及在各种病理条件下的超微病理变化。
学习掌握了这些基本病变，可以举一反三，用来研究疾病的超微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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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中医药类专业研究生与七年制医学生课程教学要求而编写的。
全书共十九章。
第一至四章为“超微病理学基础”，阐述细胞超微结构、功能及病理变化。
第五至十九章为“分子病理学”，从分子水平介绍应激、信号转导、细胞外基质、干细胞、细胞凋亡
、血管内皮细胞与疾病的关系，肿瘤、微循环障碍、动脉粥样硬化、子宫内膜异位症、代谢综合征、
器官纤维化等前沿热点分子病理学课题，将分子病理学的基础知识和最新进展相结合，并在部分章节
适当介绍病理学知识在中医药研究中的运用。
    本书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可供中医药院校研究生和七年制医学生教学使用，也可作为青年教师、
临床医师、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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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线粒体的形态与功能线粒体（mitochondria）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器。
形状多种多样，呈圆形、椭圆形或杆状，也有呈其他形状的。
其大小不一，一般直径0.5～1um，长2～3um，少数可长达8～10um（如骨骼肌、平滑肌细胞的线粒体
）。
线粒体的数量不等，在代谢率高、功能活跃的细胞所含数量较多，如肝细胞含线粒体1000～2000个，
反之如淋巴细胞和精细胞则少于100个。
线粒体在细胞内的分布与细胞功能有密切关系，如纤毛柱状上皮和肠吸收上皮细胞，线粒体多集中在
细胞近表面处，以供应细胞吸收和纤毛摆动所需的能量，肾小管上皮细胞的线粒体多分布在上皮细胞
的基底部，以助其重吸收功能。
电镜下，线粒体是由内、外两层单位膜包围而成。
外膜平坦，内膜向内折叠形成许多嵴，内外膜之间的间隙，称外室，宽约25 nm，室内含有许多可溶
性酶，电子密度低。
内膜所包围的腔隙称内室，室中充满细颗粒基质，其电子密度大于外室，线粒体外膜厚约6 nm，有直
径1～3 nm的小孔，相对分子质量10 000以内的物质可以自由通过。
内膜厚约5～6 nm，通透性小，只允许相对分子质量小于150的不带电分子，如水、氧、二氧化碳等分
子通过。
线粒体嵴有板状和管状两种基本形态，绝大多数细胞线粒体嵴呈板状，多与线粒体长轴垂直，少数呈
平行方向（图2-1a）。
分泌甾类激素的内分泌细胞，如肾上腺皮质细胞、黄体细胞等的线粒体嵴多为弯曲的小管状，切面呈
小泡状和管状。
线粒体嵴的长短密疏与细胞代谢活性有关，如心肌、肾小管上皮细胞线粒体多而大，嵴长而丰富。
平滑肌细胞、神经细胞代谢率较低，线粒体较少，嵴少而稀。
癌细胞线粒体不发达，与其无氧糖酵解作用超过呼吸作用有关。
线粒体内室的基质为无定形的或细颗粒状物质组成，具有一定的酸碱度和渗透压，它不仅含有参加三
羧酸循环的酶系统、呼吸链电子传递酶系和氧化脂肪酸的酶，而且还含有一些与蛋白质和核酸合成有
关的酶，其中苹果酸脱氢酶和谷氨酸脱氢酶是用来测定线粒体基质的标记酶，内、外膜的标志酶分别
是细胞色素氧化酶和单胺氧化酶。
此外，还含有基质颗粒，DNA、RNA、核糖体、糖原、脂滴、髓样体和多种形态的结晶体。
基质颗粒（matrix granule）平均直径为50 D.m，高电子密度，其中含有两价阳离子（如Ca抖、Mg抖
、Fe2+、Ba。
+等）、磷和无机物等，两价阳离子为线粒体酶系统活动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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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病理学教程》是21世纪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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