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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1983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高等
中医院校普通课、西医课教材编审会议，成立首届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普通课、西医课教材编审委员会
；组成十七个学科编审小组，根据卫生部1982年10月颁发的中医、针灸、中药各专业教学计划对各科
教学大纲作了修订；并组织编写本套教材。
　　中医学院的普通课和西医课教材主要是为培养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服务的。
本套教材是根据各专业培养目标对本门学科的要求，按照新的教学大纲，各编审小组制定了编写提纲
，在总结二十多年来中医学院普通课、西医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从高等中医教育的实际出发，既保
证教材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又贯彻“少而精”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在更新教材内容的同时，注意充实近年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药学的新成果，从而使本套教材
为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编写出新的风格和特点。
　　本套教材包括《英语》、《日语》、《高等数学》、《数理统计方法》、《医用物理学》、《物
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组
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与寄生虫学》、《病理学》、《药理学》、
《西医内科学基础》和《西医外科学总论》等十九门学科，共二十二种教材。
其中部分教材是在原有基础上更新、充实、修改而成。
　　教材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培养目标的实现。
要使中医学院的普通课、西医课教材适应高等中医教育的需要，还要进行长期的努力。
要通过大量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提高，才能逐步完善。
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编写时间仓促，本套教材存在不足之处，恳切期望广大师生和读者随时提
供宝贵意见，以便在今后修订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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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组织学与胚胎学（供中医、针灸专业用）》是根据各专业培养目标对本门学科的要求，按照新
的教学大纲，各编审小组制定了编写提纲，在总结二十多年来中医学院普通课、西医课教学经验的基
础上编写而成。
中医学院的普通课和西医课教材主要是为培养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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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组织学与胚胎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在医学中的地位　　本课程包括两门学科：即组织学和胚胎学
。
组织学（Histology）是研究人体的微细结构和机能关系的科学。
组织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
　　细胞是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生长发育的基本单位。
细胞学内容，生物学中已详尽地论述，　　不再重复。
　　组织是由形态近似，功能相关和来源相同的细胞和细胞间质组成，不同组织具有不同的形态和功
能。
人体的基本组织有四种：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神经组织。
　　器官是由几种不同的组织相互联结而成。
每个器官都具有一定的形态结构，并完成一定的生理功能，如心、肝、脾、肺、肾等。
　　系统是由许多器官联合在一起，并完成连续性生理活动，如消化系统是由口腔、咽、食管、胃、
肠以及肝、胰等共同组成的，并相互配合完成消化和吸收等功能。
　　胚胎学（Embryology）是研究自受精卵、通过细胞分裂、分化，逐步发育形成新个体的全过程及
其生长变化的规律。
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干扰，可能发育导常，以致造成先天性缺陷或先天性畸形。
所以胚胎学在研究正常胚胎发育分化的基础上，还要研究畸形的形成过程及其成因。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它与基础和临床各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尤其和解剖学
、生理学、生物化学以及病理学、妇产科学和外科学等的关系更为密切。
只有熟悉和掌握人体的正常形态结构、功能关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才能更好地分析、理解其生
理过程和病理现象，因此学习组织学与胚胎学对于进一步学习其他医学课程，开展防治疾病的科学实
验和临床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为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创造一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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