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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浙江省内５所专科院校或职业学院的专家教授编写，是浙江省“十一

五”重点教材建设项目———《人体形态学》配套教材，特别适应高职高专医学院校对

能力和素质培养的需求。全书分人体形态实验实训和学习指导两部分。其中实验

实训部分根据《人体形态学》对“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病理解剖学”内容

的整合，按人体各系统将正常与异常形态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组合，从而实现了教

学的对比式、一体化实验实训；学习指导部分共收编３０余套各种题型的测试题，题

目尽可能结合执业资格考试的要求并适当增加临床病例分析以促进学生提高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本书可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及相关医学类专业的学生使用。



为了达到以“素质能力本位”为出发点，进一步适应高职护理教育对专业能力

和职业素质发展的需求，《人体形态学》把《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和《病理

解剖学》三门独立学科在探究其内容有机联系的基础上，以新的课程结构方式重新

编排，将正常机体各系统、器官、组织的形态结构及功能和异常的形态结构、功能及

代谢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一门新的综合学科。为了加强学生对人体形态学基本知

识的记忆、理解、应用和综合分析，依据人体形态学课程标准的教学要求和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大纲的规定，我们编写了《人体形态学实验实训和学习指导》辅助用书。

《人体形态学实验实训与学习指导》是浙江省“十一五”高职高专重点建设教材

《人体形态学》的配套项目，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体形态学实验实训，第二部分

为学习指导。

人体形态学实验实训紧密配合《人体形态学》教材，以人体形态学课程标准为

基准，以正常人体各系统形态结构为框架，将各系统正常的形态结构与异常的形态

结构（病理学大体标本）进行有机组合，实现人体形态学正常、异常实验实训的一体

化，对比式地进行实训编排。例如，呼吸系统的实验实训内容分为呼吸系统正常与

异常大体标本、呼吸系统正常与异常组织结构。各章节实验实训指导内容栏目包

括实训目的、实训材料、实训学时、实训方法和实训内容。其中实验实训指导内容

是将《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和《病理解剖学》三门独立学科的实验实训

教学内容进行了有机整合。

本书的学习指导部分共收编测试题３０余套，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

题、填空题、名词解释、判断题和问答题。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用有限的试题尽

可能覆盖人体形态学教材的基本知识，以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的要求，结合临床

病例适当扩大试题的深度广度，不仅能辅助在校学生的学习，还可辅导学生参加执

业资格考试及继续教育考试。

由于正常人体形态结构与异常人体形态结构实验实训教学和学习指导测试题

相互整合的教材还不多，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会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恳

请广大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

曾　斌　张岳灿

２０１１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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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实训须知

１．实验课前认真预习实验实训指导和教材，明确实验目的，做到有的放矢。

２．参加实验课，必须携带实验用书、实验报告、绘画工具，穿好实验服装，并提早１０分钟

进实验室，遵守实验室规则。

３．保持实验室安静和整洁，不得在室内喧哗、打闹和吸烟。禁止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秽

物，禁止在实验台、显微镜以及玻片盒等处乱写乱画。进入实验室必须穿戴整齐，不得穿拖鞋、
背心进入实验室。

４．在带教老师指导下认真、反复观察尸体标本、模型、大体病理标本，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勤于动手，善于思考。

５．组织学实验按号就座，按指定号码使用显微镜和玻片，不得擅自拿用他人的显微镜或

玻片，不得擅自拆卸和更换显微镜的部件。进入数码互动实验室，必须穿鞋套。

６．爱护实验室标本、设备、仪器等实验用品，尸体标本制作困难，且很易损坏，在自己动手

查看时，要认真、仔细、小心。显微镜是精密仪器，严格按程序操作，出现故障或损坏均应立即

报告老师，并酌情处理。

７．实验完毕，应将所有标本、模型、显微镜、教学玻片等清点、整理、清洁、归位和保存。

８．值日生负责打扫卫生，关闭水、电和门窗。

９．按时完成实验报告，并按时上交。

二、显微镜使用方法

显微镜是精密的贵重仪器，是实验课的主要工具，能否熟练地使用将直接影响实验效果。
因此必须在了解显微镜构造的基础上，学会正确而熟练地使用及妥善地保护。

（一）显微镜的构造

显微镜分为机械装置和光学系统两部分（图１－１）。

１．机械装置部分

（１）镜座：在最下部，起支持作用。
（２）镜臂：呈弓形，作支持和握取之用。
（３）载物台：放切片的平台，中有圆孔。台上有推片器和片夹。
（４）旋转盘：上接镜筒，下嵌接物镜，可以旋转以更换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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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粗调节器：用于低倍镜焦距的调节。
（６）细调节器：用于高倍镜焦距的调节。

图１－１　显微镜的构造

２．光学系统部分

（１）目镜：可分５×、１０×或１５×。
（２）物镜：可分低倍镜（１０×）、高倍镜（４０×）、油镜（９０×或１００×）（显微镜放大倍数＝目

镜放大倍数×物镜放大倍数）。
（３）聚光器：位于载物台下，可上下移动。内装虹彩光圈，可放大和缩小。
（４）反光镜：在镜座上，可旋转，使光线集中至聚光器。有平、凹两面，平面镜反射光弱、可

用于强光源；凹面反射光强，用于弱光源。
（二）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１．携取和位置　一手握持镜臂，另一手托住镜座。放置桌面，距桌沿不得少于３．３ｃｍ。
课间休息离开座位时，应将显微镜移向桌中央，以免碰落损坏。

２．对光　上升聚光器，放大虹彩光圈。转动旋转盘，将低倍物镜对正载物台的圆孔，转动

粗调节器使载物台距物镜约５ｍｍ。用双眼从目镜观察，同时转动反光镜对向光源进行采光，
至整个视野达到均匀明亮为止。

３．低倍镜的使用　取标本擦净，应使盖玻片朝上，放在载物台上，用推片器夹紧，并将组

织切片推移到载物台圆孔的正中。然后，用双眼从目镜观察，同时转动粗调节器使载物台慢慢

下降。

４．高倍镜的使用　先将需高倍镜观察的组织于低倍镜下移至视野正中，然后转换高倍

镜。再从目镜观察，并转动细调节器，至物像清晰。

５．油镜的使用　先在高倍镜下将需观察的组织移至视野正中，转离高倍镜。在标本上滴

液状石蜡一滴（勿使产生气泡），转换油镜。两眼从侧面观察。同时慢慢上升载物台，使油镜头

浸入油滴而不与玻片接触。再从目镜观察，并转动细调节器，至物像清晰。使用油镜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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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要明亮。
（三）显微镜使用的注意事项及保护

１．搬动显微镜慎拿轻放，使用显微镜要严格遵守规程。

２．观察时应同时睁开两眼。右手书写者，用左眼从目镜观察，以右手操纵粗、细调节器，
用右眼和右手配合进行绘图或文字描述。

３．显微镜必须经常保持清洁。机械部分可用纱布或绸布擦净；光学部分（反光镜除外）只
能用擦镜纸轻轻拭擦，严禁用手或其他物品擦拭，以防污损。

４．油镜使用后，应立即用擦镜纸蘸少量清洗剂将镜头擦净。

５．显微镜部件不得拆卸或互相调换，若有故障，应立即报告老师进行处理，不得自行修

理。

６．显微镜用毕，先将视野调至最低亮度，然后关闭光源开关，并拔下插座头，再将物镜转

离载物台中央的圆孔，并上升载物台，放回原处。

７．打扫实验室前，必须将显微镜放入柜中或套上防尘罩，以免灰尘沾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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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训一　上皮组织与结缔组织

【实训目的】

１．掌握单层柱状上皮的形态特点及纹状缘；复层扁平上皮的各层细胞的形状和排列规

律。

２．了解复层扁平上皮、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的形态结构。

３．掌握疏松结缔组织的结构特点。

４．了解致密结缔组织和肥大细胞、浆细胞、透明软骨的结构特点。

５．熟悉各种血细胞的形态结构特点。
【实训材料】

１．单层扁平上皮切片。

２．单层立方上皮切片。

３．单层柱状上皮切片。

４．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切片。

５．复层扁平上皮切片。

６．变移上皮切片。

７．疏松结缔组织铺片。

８．血涂片。

９．透明软骨组织切片。
【实训学时】　２学时。
【实训方法】　学生分组，每位学生一台光学显微镜，镜下观察正常组织的结构特点；教师

示教、巡视、指导；学生操作后书写实验实训报告。
【实训内容】

１．单层柱状上皮　人的小肠纵切组织（ＨＥ染色）。
（１）肉眼观察：标本为长条形，一面较平整，染成红色；另一面凹凸不平，染成紫红色，此面

就是要观察的上皮组织所在处。
（２）低倍镜观察：找到许多高低不平的皱襞，表面被覆单层柱状上皮。选择结构清晰的垂

直切面，移至视野中央，转换高倍镜观察。



（３）高倍镜观察：上皮细胞呈高柱状，排列紧密而整齐。核呈椭圆形，染成紫蓝色，位于近

细胞的基底部；胞质染成粉红色。上皮的基底面与结缔组织相连。在典型的垂直切面上，可见

相邻柱状细胞的细胞核位置高低基本一致，整个上皮的细胞核呈单行排列。在上皮游离面可

见一条折光强、均质红线状的纹状缘。在柱状细胞之间可见散在分布的杯状细胞（形态描述参

照气管上皮中的描述）。

２．复层扁平上皮　人的食管组织（ＨＥ染色）。
（１）肉眼观察：标本为食管横切面，管腔呈不规则形，靠近腔面呈紫蓝色的部位为复层扁平

上皮。
（２）低倍镜观察：在食管横切面上所观察到的是复层扁平上皮的垂直切面。可见复层鳞状

上皮和下方的部分组织向管腔形成突起（实为立体结构下的纵形皱襞）。复层扁平上皮由多层

细胞构成，各层细胞形状不一。上皮与深面结缔组织的交界起伏不平，两者之间隔以基膜。
（３）高倍镜观察：从上皮的基底面向腔面观察各层细胞的形态。①基底层：位于基膜上，是

一层矮柱状或立方形细胞。细胞核染色较深，呈卵圆形，胞质少，细胞界限不清楚。②中间层

（棘细胞层）：位于基底层之上，由数层多边形细胞组成。细胞核较大，呈圆形，表面有许多细小

的棘状突起。③表层：位于上皮的浅面，由数层扁平细胞组成，着色深。④颗粒层：颗粒层由２
或３层梭形细胞组成，细胞核小，呈梭形，细胞已开始向角质细胞转化。

复层扁平上皮具有很强的机械性保护作用，分布于口腔、食管和阴道等的腔面和皮肤表

面，具有耐摩擦和阻止异物侵入等作用。

３．疏松结缔组织（铺片）　兔的皮下组织［Ｗｅｉｇｅｒｔ＋ＨＥ（活体注射台盼蓝入耳缘静脉）染
色］。

（１）肉眼观察：此种标本用手工方法剪取皮下组织后，用探针撑开于盖玻片上形成，故组织

标本形状不规则。由于标本的不同部位厚薄不匀，故颜色深浅不一。
（２）低倍镜观察：纤维交叉成网，细胞散在于纤维之间。选择铺片着色浅的部位，转换高倍

镜观察。
（３）高倍镜观察：①胶原纤维，数量多，染成粉红色。纤维粗大，有分支，在自然松弛状态下

呈波浪状，但由于制片时用探针撑开的缘故，波浪状已不明显。②弹性纤维，数量少，细而直，
也有分支，染色较深呈紫色，折光性强，断端常卷曲。③成纤维细胞，细胞大，有多个较尖锐的

突起，细胞边缘不清楚。胞质弱嗜碱性，核较大呈卵圆形，染色浅。④巨噬细胞，细胞形状不

定，呈圆形、卵圆形或马蹄形，边界较清楚，部分细胞可见伪足。胞质嗜酸性，内含大小不等的

蓝色锥虫蓝颗粒和空泡。核多偏位、较小、染色较深。⑤基质，纤维和细胞之间的空隙中，充满

基质（已溶解）。

４．疏松结缔组织　人的小肠组织（ＨＥ染色）。
（１）肉眼观察：染成紫蓝色的为腔面的黏膜层，另一面染成红色的是肌层，两层之间着色浅

的区域即疏松结缔组织。
（２）低倍镜观察：纤维排列疏松，细胞核散在分布，它们之间有较多的空隙，为基质所在。
（３）高倍镜观察：胶原纤维染成红色，粗细长短不等，断面不同，量多，其间夹有弹性纤维，

不易分辨。细胞分散于纤维之间，数量多，成纤维细胞核较大，椭圆形，色紫，其他细胞类型难

以区分。

５．血细胞　人的血涂片（高倍镜观察）。
（１）红细胞：圆形，无核，呈红色，中央着色较边缘浅。

７
第２章　基 本 组 织　



（２）中性粒细胞：圆形，较红细胞大，胞质呈淡红色，内含淡紫红色的细小颗粒，分布均匀。
核分叶，２～５叶不等，大多为２～３叶。叶间有染色质丝相连，染成紫蓝色，也有不分叶的杆状

核。
（３）嗜酸性粒细胞：数量较少，较中性粒细胞大，胞质呈淡红色，内含大量粗大的橘红色颗

粒，分布均匀而密集。核多为２叶，染成紫蓝色。
（４）嗜碱性粒细胞：数量极少，很难找到。胞质内含大小不等的紫蓝色颗粒，分布不均，常

遮盖核。核分叶，Ｓ形或不规则形，着色浅。
（５）淋巴细胞：大小不一，以小淋巴细胞居多，其直径似红细胞。核呈圆形，占细胞的大部，

一侧稍有凹陷。染色质致密呈块状，染成深蓝色。胞质少，呈一窄带围绕核，染成蔚蓝色，有时

含少量紫红色的嗜天青颗粒。大的淋巴细胞胞质较多，核染色浅。
（６）单核细胞：体积最大，数量较少。核呈肾形或马蹄铁形，染色质颗粒细而松散，故染色

较浅。胞质较多，染成灰蓝色，内含较多细小的嗜天青颗粒。
（７）血小板：体积最小，直径约为红细胞的１／３，成群分布在血细胞之间，呈不规则形，胞质

染成浅灰蓝色，中央含紫色的颗粒。

６．示教

（１）变移上皮（移行上皮），以人膀胱组织（ＨＥ染色）为例：①低倍镜观察变移上皮由多层

细胞构成，各层细胞形态不一。上皮游离面与基底面基本平行，基膜不明显。②高倍镜观察从

深面向浅层观察各层细胞的形态：ａ．基底层。为一层矮柱状细胞。ｂ．中层细胞。位于基底层

之上，有数层不规则的多边形细胞。ｃ．表层细胞。位于上皮表面，为一层长方形或立方形细

胞，细胞大，有时细胞内有两个核。靠近表面的细胞质染成深红色。
（２）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以人的气管组织（ＨＥ染色）为例：①低倍镜观察假复层纤毛柱

状上皮的细胞高矮不等，故相应的细胞核高低错落，形似复层。此种上皮的基膜较明显。②高

倍镜观察辨认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的各种细胞：ａ．柱状细胞。为此种上皮的主要细胞，数量

多，游离端较宽，达到腔面，细胞表面具有一排微细而整齐的纤毛。核呈卵圆形，位于细胞较宽

的部位。ｂ．杯状细胞。数量较少，分散存在于其他细胞之间。形似高脚酒杯，游离面达到腔

面，细胞顶部较大，被染成淡蓝色或空泡状（黏原颗粒被溶解所致）；底部细窄，其内有着色深、
呈三角形的细胞核。ｃ．锥形细胞。位于上皮细胞基部，细胞锥体形，界限不清楚。核呈圆形，
较小。ｄ．梭形细胞：两端尖、中间较粗，核呈卵圆形，但较柱状细胞的核窄小。细胞界限不清

楚，不易分辨。
（３）致密结缔组织：以人的掌皮组织（ＨＥ染色）为例：①低倍镜观察纤维被染成红色，排列

紧密，细胞少，纤维与细胞之间的空隙也少。②大量的胶原纤维，粗而密，排列方向不一，故有

横切、纵切和斜切等断面，其间弹性纤维不易区分。细胞少，散在于纤维之间，核染色深，胞质

甚少，细胞类型难以分辨。
（４）透明软骨：找到染成紫蓝色的透明软骨，以低倍镜与高倍镜结合逐项观察如下结构。

① 软骨膜：位于透明软骨表面（注意是在整个软骨组织的周围），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外
层纤维较内层多。②透明软骨组织：基质染成紫蓝色，但着色深浅不一，靠近软骨细胞的部位

着色深。软骨细胞形态不一致，靠近软骨膜的细胞较小，呈椭圆形，单个分布，与软骨膜平行排

列。在软骨深部，细胞较大，呈圆形或椭圆形，成对或成群分布（即同源细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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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训二　细胞和组织适应、损伤与修复

【实训目的】

１．掌握肝脂肪变性、脾凝固性坏死、足干性坏疽、肠湿性坏疽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

２．了解心脏肥大、脑积水（大脑压迫性萎缩）、肾盂积水（肾压迫性萎缩）、子宫萎缩、脑脓

肿、慢性肺脓肿、阿米巴肝脓肿、慢性纤维空洞型结核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

３．掌握肝脂肪变性、结缔组织玻璃样变性的镜下病变特点。
【实训材料】

１．大体标本　心脏肥大、脑积水、子宫萎缩、肝脂肪变性、脾凝固性坏死、足干性坏疽、肠
湿性坏疽、阿米巴肝脓肿、慢性纤维空洞型结核、肾盂积水（肾压迫性萎缩）、脑脓肿、慢性肺脓

肿。

２．组织切片　肝脂肪变性、结缔组织玻璃样变性。
【实训学时】　２学时。
【实训方法】　学生分组，在异常标本上观察器官的病变特点；每位学生一台光学显微镜，

镜下观察异常组织切片的病变特点；教师示教、巡视与指导；学生操作后书写实训报告。
【实训内容】

１．异常大体标本

（１）心脏肥大：高血压患者之心脏，体积明显大于正常心脏，重量增加，各房室均扩大，心肌

肥厚，尤以左心室增厚最为显著，厚度＞２ｃｍ。
（２）脑积水（大脑压迫性萎缩）：两侧大脑半球及小脑均因积水而呈囊状，脑回扁平增宽，脑

沟变浅，脑皮质变薄，侧脑室高度扩张，第三脑室、第四脑室亦扩张。
（３）肾盂积水（肾压迫性萎缩）：一侧肾组织，外形明显增大，肾盂呈囊性扩张，肾实质内可

见多个囊腔，囊壁薄。由于肾实质内多个囊腔，使肾外形增大，又称假性肥大，实质是肾压迫性

萎缩。
（４）子宫萎缩：子宫体积明显缩小，质地变硬，切面内膜薄，肌层变薄，双侧卵巢、输卵管亦

萎缩。
（５）肝脂肪变性：肝体积增大，包膜紧张，边缘变钝，切面呈淡黄色，新鲜时有油腻感，边缘

略外翻。
（６）脾凝固性坏死：慢性淤血性脾大，表面较光滑。脾的一侧表面及切面见一灰白色坏死

区，比较干燥，呈三角形或锥形，界限清楚，边缘充血，出血带较明显。
（７）脑脓肿：标本为一侧大脑，在脑切面颞叶见一脓肿，边界清楚，脓液流失，形成空腔，腔

内面可见少量脓液附着。周围脑组织不同程度受压萎缩。
（８）慢性肺脓肿：标本为一侧肺组织，肺叶组织质地变实，呈黑色（长期吸烟引起），肺叶中

部见一脓肿，脓肿壁很厚、不规则，切面脓肿内脓液已流失，留下空腔，有少量脓液附着。
（９）足干性坏疽：脚趾及脚跟坏疽区呈黑褐色，组织干燥，皮肤皱缩，胫前皮肤坏死脱落，坏

疽区与正常组织界限清楚。
（１０）肠湿性坏疽：坏疽肠段肿胀、湿润，呈黑色，与正常组织界限不清，浆膜面可有纤维素

渗出物覆盖。
（１１）阿米巴肝脓肿：肝内见一个脓腔，边缘为破絮状坏死组织，坏死组织液化流出，一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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