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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医出版社4年前组织全国各地近50所医学院校编写出版了《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

专规划教材(护理、助产专业)》第1版。全套教材出版后在几十家院校应用,先后多次重印,有
的学科重印10余次,逐步成为医学教育领域中的一套优质品牌教材,为我国高等医学职业教

育和专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大力促进医疗体制改革、加快卫生职业教育步

伐、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区医疗建设,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水平成为日渐迫切的需

求;为各级卫生机构大量输送既有良好职业素质和沟通技巧,又有精湛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的

医护人员,是当前医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人民军医出版社有60年的医学专业出版历史,出版

了大批优秀学术著作和教材,具有较强的出版力和影响力。按照国家教育部、卫生部的有关文

件精神,人民军医出版社广泛征求各院校的意见,决定组织《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护理、助产专业)》的修订再版。
修订再版工作从2011年年初开始,组成第2版教材编委会,召开主编会议及各本教材的

编审会议,确定教材的编写思路,按规定进度完成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
本套教材秉承科学严谨、特色鲜明、质量一流的传统,坚持精理论强实践、精基础强临床、

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的核心思想,遵循“三基”“五性”原则,结合当前医学模式的变化和整体化

护理的进程,针对新的需要,注重与国家护士执业考试新大纲接轨,突出护理专业实践技能培

养,紧贴高职高专这一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满足“双证上岗”的需求。
本版教材的书目调整为37本,保留了第1版教材的精华,补充了近年来的新知识新发展,

改进了部分章节的讲授方式,修改删除了原教材中部分不够实用的内容。本版教材淡化学科

界限,围绕“基础课为专业课解惑、专业课渗透人文关怀、体现先进护理理念”的主线展开。第

2版教材经过精简、融合、重组、优化的精心打造,内容更加充实,更适用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模式,更能促进校内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与临床实际工作相结合,也更符合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

发展需求。
本套教材涉及面广,起点较高,涵盖了护理、助产专业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人

文课4个领域,可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基本满足了多数院校

的教学要求。欢迎各高等医学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有高职高专培养需求的医学院校

选用本套教材并对教材存在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



《组织学与胚胎学》第1版于2007年3月出版,在使用过程中,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被评定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为进一步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人民军医出版社

组织了第2版的编写。本书由全国11所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全书约30万字,180余幅插

图,是依据“精理论、强实践;精基础、强临床,培养应用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的培养目标,本

着“必需、够用”的原则编写的。本书言简意赅,图文并茂,广泛联系临床和医学基础知识,适用

于护理、助产及其他相关专业。

本教材有以下特色:①基本内容重点突出,了解内容简明扼要,适合高职高专培养目标的

要求;②行文简洁,体例规范,重点内容附有插图,易于学生阅读和理解;③专业术语重点标出,

并注有英文,方便学生对专业英语的学习;④各章中插入了与重点内容密切相关的知识链接,

联系医学临床、基础知识和科普知识,以拓展知识范围,提高学生学习的趣味性;⑤附有重要组

织器官的光镜下彩色图片,以方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⑥增加了实验指导,指导学生上

好实验课,突出实验技能的培养;⑦本教材另编著有辅助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要点提示与习

题》。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参编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同行专家给予了正确指导,并

对本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兄弟院校的同仁们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教材的编写和插图参考了其他出版社或知名专家、学者的教材,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由于受到时间和编写人员能力的限制,对本教材的不当或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同仁给予

批评指正。

编 者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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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学与胚胎学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组织学(histology)与胚胎学(embryology)是两门研究内容不同的学科。
组织学是使用显微镜技术,研究机体微细结构及其相关功能的科学。这门学科是随着显

微镜的出现,并在解剖学的基础上从宏观向微观发展形成的,在组织、细胞、亚细胞和分子水平

上对机体的器官组织进行研究。成年人约有1×1015个细胞,可分为200余种。细胞有各自的

亚细胞结构特点。亚细胞结构是由各种分子构成,其中的生物大分子,特别是核酸与蛋白质是

决定细胞形态和功能的关键因素。
胚胎学是研究人体发生发育规律的学科,主要研究受精卵通过细胞分裂、分化、发育成为

新个体的过程及其形成机制的科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生殖细胞的发生、受精、胚胎发

育、胚胎与母体间的关系、先天畸形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为优生优育工作服务。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与其他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有着密切的

联系。现代医学中的重大课题研究,如细胞克隆,细胞信息传导,细胞遗传、突变、分化、增殖、
凋亡、衰老的调控,都与组织学和胚胎学密不可分。因此,学好组织学和胚胎学,对医学生系统

掌握人体微细结构与功能的联系、人体发生规律,进一步学习好其他医学知识以及从事临床实

践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组织学与胚胎学的学习方法

1.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知识抽象,不易理

解,必须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从实际中获取的感性认识,加深理性知识的记忆和理解,
提高学习效率。

2.注意形态与功能的统一 组织学是一门以研究形态为主,密切联系功能的学科。一方

面要掌握各种细胞、组织和各种器官的形态学特征,同时从形态结构去分析功能,从功能来理

解形态结构,只有认真分析和综合,才能更好地学习这门课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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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形态和功能相统一

巨噬细胞形态不规则,具有趋向性,可以做变形运动,细胞内有大量溶酶体,是为

了完成其吞噬细菌或异物的功能;肌细胞具有收缩功能,所以细胞细长,胞质内有大

量的收缩结构———肌丝。红细胞具有运输氧和二氧化碳的功能,为了扩大接触面积

而成双凹圆盘状。

3.培养观察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 组织学借助显微镜观察组织切片,只提供了平面图像,
而真实的器官结构却是立体的,切面部位和角度的不同,呈现的形态结构也可以是不同的,因
此在观察切片时,应注意断面与整体的关系。只有将器官结构转化为三维图像,才能熟练地理

解和记忆组织与器官的结构。

三、组织学与胚胎学的研究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组织学与胚胎学的研究技术不断更新,每一类技术又含许多分支技

术,有的操作程序十分复杂,所用仪器极其精密,其原理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分
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知识。现对几种主要技术简要介绍。

(一)光学显微镜术

石蜡切片术(paraffinsectioning)是经典而最常用的技术。其基本程序为:①取材和固

定———新鲜的组织切成小块(不超过1.0cm),用蛋白质凝固剂(如甲醛或乙醇)固定,以保持组

织的原本结构;②脱水和包埋———把固定好的组织块用乙醇脱水,再用二甲苯浸泡透明,将组

织块置于融化的石蜡中浸蜡,冷却后变成为组织蜡块;③切片和染色———将包有组织的蜡块用

切片机切为5~7μm的薄片,贴于载玻片上,经脱蜡等步骤后进行染色。最常用的染色法是苏

木精、伊红染色法(hematoxylin-eosinstaining,HE),简称HE染色法。苏木精为碱性染料,将
细胞核内的染色质与胞质内的核糖体染为紫蓝色。被苏木精染为紫蓝色的结构称为嗜碱性

(basophilic);伊红为酸性染料,将细胞质和细胞外基质中的成分染为红色。被伊红染为红色

的结构称为嗜酸性(acidophilic);如果与两种染料的亲和力都不强,则称中性(neutrophilia);

④封片———切片经脱水、透明处理后,滴加树胶,用盖玻片密封保存。
(二)电镜技术

电子显微镜(electronmicroscopy,EM)简称电镜,是用电子束代替光线,用电磁透镜代替

光学透镜,用荧光屏将肉眼不可见的电子束成像。

1.透射电镜术(transmissionelectronmicroscopy,TEM) 是用电子束穿透样品产生物

像,显示细胞内部的超微结构(ultrastructure),电镜的放大倍数可达数万至数十万倍,分辨率

可达0.2nm。由于电子束易被散射或被样品吸收,穿透力低,所以观察时须制备超薄切片(50
~80nm)。制备程序和石蜡切片相仿,但要求极严格。一般须迅速取材,组织块(1mm3以内)
用戊二醛与锇酸2次固定,脱水后树脂包埋,用超薄切片机切片,再经醋酸铀和柠檬酸铅电子

染色。然后再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当电子束射落到切片时,随细胞构成成分的密度以及吸附

重金属铀、铅、锇的程度不同,而发生相应的电子散射。当电子束投射到密度大、吸附重金属多

的结构(如溶酶体)时,电子被散射得多,因此,射落到荧光屏上的电子少,电镜照片上显色较

暗,称电子密度高;反之,显色呈浅灰色,称电子密度低。

2.扫描电镜术(scanningelectronmicroscopy,SEM) 主要用于观察组织、细胞和器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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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绪-1 光学显微镜的构造

面和立体结构。组织块(约0.3cm大小)用戊二醛与锇酸固定后,经脱水、干燥,再于其表面喷

镀薄层碳与合金膜。电镜观察时,电子束在标本表面扫描,在荧光屏上显示标本表面的立体构

像。故标本图像具有真实的立体感,其分辨率低于透射电镜,一般为5~7nm。
(三)放射自显影术

放射自显影术(autoradiography)是通过活细胞对放射性物质的特异性摄入,以显示该细

胞的功能状态或该物质在组织和细胞内的代谢过程。首先,将放射性核素标记的物质注入动

物体内;间隔一定时间后取材和制片,并在其上涂以薄层感光乳胶,置暗处曝光,细胞内放射性

核素产生的射线使乳胶感光,再经显影、定影、复染,在放射性核素或其标记物存在的部位,溴
化银被还原为黑色的微细银粒,经光镜或电镜下观察,从而研究被检测物质在组织和细胞中的

分布及相对含量。
(四)组织化学术

组织化学术(histochemistry)是应用物理、化学反应原理,显示组织切片活细胞内的某种

化学成分的数量以及分布状态,从而研究与其有关的功能活动。组织化学分为以下3类。

1.一般组织化学术 基本原理是在切片上滴加某种试剂,与组织中的某种物质发生化学

反应,并在原位形成有色沉淀产物,通过观察该产物,对某种化学物质进行定位、定性及定量研

究。

2.免疫组织化学术(immunohistochemistry) 是根据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检
测组织中肽和蛋白质的技术。如把人或动物的某种肽或蛋白质作为抗原注入另一种动物,其
体内会产生针对该抗原的特异性抗体(免疫球蛋白)。将抗体从动物血清中提出后,与标记物

相结合,即成为标记抗体。用后者处理组织切片活细胞时,标记抗体则与组织中相应抗原特异

性结合,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标记物了解该肽或蛋白质的分布部位。

3.原位杂交组织化学术(insituhybridizationhistochemistry) 是一种在组织细胞原位

进行的核酸分子杂交组织化学技术,用以研究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定位,或编码某种蛋白质的

mRNA在胞质中的表达,其敏感度高,特异性强。原理是用带有标记物的已知碱基顺序的核

酸探针,与细胞内待测的核酸按碱基配对杂交,然后通过对标记物的显示和检测,而获知待测

核酸的有无及相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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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细胞培养术和组织工程

细胞培养术(cellculture)是将活的细胞在体外模拟体内的条件下进行培养的技术。组织

工程(tissueengineering)是用细胞培养术在体外模拟构建机体组织或器官的技术。目前正在

研究构建的组织器官主要有皮肤、软骨、骨、肌腱、骨骼肌、血管、角膜等,其中以组织工程皮肤

和软骨较为成功,临床上用于治疗烧伤、皮肤溃疡等疾病。
(牟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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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 述

细胞(cell)是一切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1665年英国物理学家R.Hooke出版了

《显微图谱》。在这本书中,他把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木塞的盒状小室称为细胞,这是人们对细胞

的最初认识。1838年 M.Schleiden和T.Schwann分别在1938年和1939年根据各自的工

作,分别论证了植物体、动物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在此基础上,T.Schwann正式提出细胞学

说:一切生物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由此奠定了细胞学(cytology)的基础。随着现代科学的发

展,人们已经能从亚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对细胞进行研究,现代细胞的概念与R.Hooke当时提

出的细胞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细胞这个名词却一直沿用至今。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这一定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①细胞是结构的基本单

位,一切生物体都是由细胞组成(非细胞形态的生命体病毒除外);②细胞是代谢的基本单位,
在多细胞生物中,虽然一个细胞只是整体的微小局部,但有其严格的自控体系,执行着特定的

功能,是一个独立的代谢单位;③细胞是生物体生长发育的基本单位,细胞的分裂增加细胞的

数量,细胞的生长增加其体积,细胞的分化增加细胞的种类,由此形成每一个生物个体;④细胞

是遗传的基本单位,生物个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该生物全套的遗传信息,能够分化成为各

类细胞。人体中有各种不同的细胞,其遗传信息都是相同的,之所以表现不同是由于选择性开

放和表达的基因有差别。在一定的条件下,分化后的细胞可以去分化,重新启动个体的发育程

序而发育成新个体。目前的“克隆”技术就是利用了这一特性。现代科学证明,细胞是人体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在动物界中,各种动物的形态、大小各异。人类各人种之间的高矮、肤色、体质等情况也有

差别,人体细胞的形态、大小也千差万别、多种多样。人体中的细胞有圆形(白细胞)、立方形

(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长柱状(柱状上皮细胞)、长梭形(平滑肌细胞)、多突起(多极神经元)
以及蝌蚪形(精子)等(图1-1)。

细胞的形态是和功能相联系的。白细胞在血液中循环,球形结构能够减少阻力,便于流

动;神经元的作用是接受刺激,产生、传导冲动,它就具有细长的突起;精子细长的尾部能使其

运动。与形态一样,细胞的大小也有差别。如小淋巴细胞的直径在6μm左右,卵子的直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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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细胞的形态和种类

达120μm,骨骼肌细胞的长度可达1~40mm。细胞的形态和大小的差异,与各种细胞的具体

功能有密切关系。
各类细胞的体积都相对恒定,如哺乳动物的肾细胞、肝细胞等,在人、羊、马和牛中,其细胞

的大小差别并不明显。一般情况下,器官的大小与细胞的数量成正比,而与细胞的大小无关,
细胞的体积都相对恒定,这就是“细胞体积的守恒定律”。

第二节 细胞的基本结构

细胞的形态、大小虽然差别较大,但在结构上都是由细胞膜(cellmembrane)、细胞质(cy-
toplasm)和细胞核(nucleus)三部分构成的。由于细胞在形态上是一个整体,并且在生长、分
化和执行生理活动的过程中,其结构还要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要用动态的观点来认识细胞

的结构。

一、细 胞 膜

细胞的膜相结构不仅存在于细胞的表面,而且细胞内部也有,一般将细胞外表的膜称为细

胞外膜或细胞质膜,在细胞内的各种膜称为细胞内膜或内膜系统。细胞外膜和细胞内膜统称

为生物膜。

1.细胞膜的构造 光镜下一般难以分辨出细胞膜,因为细胞膜内外物质折光性不同,仅可

看到大概界限。电镜下,细胞膜可分为内、中、外三层结构。内、外两层的电子密度高,深暗;中
间层的电子密度低,明亮。呈现为两暗加一明的三层结构(图1-2)。

细胞膜的基本成分有类脂分子、膜蛋白质和膜糖等物质。关于细胞膜的分子结构,人们先

后提出了几十种结构模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双分子片层模型、单位膜模型、液态

镶嵌模型和晶格镶嵌模型。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液态镶嵌模型(fluidmosaicmodel)学说,由
Singer和Nicolson于1972年提出。这个学说认为,细胞膜是一个可逆的、流动的脂质双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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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细胞膜的结构

层结构,其中镶嵌有可以横位移动的球形蛋白质。
综合上述四种模型对细胞膜的认识可以看出,细胞膜具有以下特征:
(1)单位膜:其基本结构是脂质双分子层,两层脂类分子的疏水性尾部相对,位于中心,亲

水的极性头部伸向两侧。由此形成一个屏障,防止大多数水溶性物质自由通过。
(2)镶嵌性:单位膜的脂质双分子层中镶嵌有蛋白质。这些镶嵌蛋白质分别具有物质转

运、催化、联结、信号转导等作用,其含量和种类与细胞膜的功能密切相关。
(3)流动性:膜结构中的蛋白质和脂质分子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可以流动的。
(4)不对称性:组成膜双层的分子结构及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
(5)更新性:细胞膜结构中的脂质和蛋白质是不断代谢、更新的。

2.细胞膜的功能 细胞膜是细胞的界膜,主要起到屏障作用。通过这个屏障,将细胞内环

境与细胞外环境隔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细胞内环境,以便于细胞进行相对独立的生理活

动。除了屏障作用之外,细胞膜还具有物质运输、细胞识别、信息传递、免疫粘着、支持和保护

等作用。

二、细 胞 质

细胞质(cytoplasm)可分成基质、细胞器和包含物三部分。

1.基质 细胞质内的无定形胶状物质称为基质。主要由蛋白质、糖、无机盐、水及其他一

些被吸收的物质组成。细胞内的一些生理活动都是在基质内进行的。

2.细胞器(cellorganelles) 分布在细胞质中,主要包括线粒体、核糖体、内质网、高尔基

复合体、溶酶体、微体、微丝、微管和中心体等(图1-3)。
(1)线粒体(mitochondrion):光镜下呈颗粒状、杆状或线状,直径约0.2μm。电镜下为大

小不等、圆形或圆柱形小体,由内、外两层单位膜包裹而成。线粒体外膜平整,包在内膜的外

面。内膜向内折叠,形成许多板状或管状结构,称为线粒体嵴。每个细胞线粒体嵴的数量有多

有少,一般情况下,氧化代谢强的细胞(如心肌细胞)嵴较多。线粒体嵴的出现,扩大了内膜的

表面积,增大了代谢效率。线粒体嵴与嵴之间的腔隙称为嵴间腔,有线粒体基质填充,其中含

有DNA、RNA和基质颗粒。
在内膜嵴膜上有许多排列规则、带柄的球状小体,称为基本颗粒,简称基粒。基粒由头部、

柄部和基片三部分组成,其本质是ATP酶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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