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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绪 论

一、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的定义及其在医学中的地位

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是研究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可分为三门学科：

解剖学是以持刀切割尸体，凭借肉眼观察的方法研究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又称大

体解剖学。按其研究和叙述的方法不同，通常分为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等学科。

系统解剖学，是按照人体的器官系统（如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描述

其形态结构的科学。局部解剖学，则是按照人体的部位，由浅入深，逐层描述各部结构

的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

组织学，是借助于切片技术和显微镜观察的方法，研究正常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

官微细结构的科学，又称微体解剖学。随着电子显微镜的问世和放射自显影等新技术的

应用，促进了对人体结构研究的深入，已由古典的细胞水平发展到亚细胞水平和分子水

平，并形成相应的专门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等。

胚胎学，是研究人体在发生发育过程中，形态变化规律的科学。

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它为学习其它医学基础课和临床

课，奠定必要的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基础，以便进一步理解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判

断人体的正常与病理状态，更好地预防和诊断治疗疾病。因此，每个医学生都必须学好

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

二、学习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学习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必须掌握以下观点，才能正确理解人体形态结构及其演变

规律。

（一）进化发展的观点　　人类是亿万年来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人体的形态结构至

今保留着许多与动物，尤其是与哺乳动物类似的特征，如两侧对称的身体，体腔分为胸

腔和腹腔等。但人类在进化中，由于直立行走和生产劳动，使人类与动物相比，已有本

质的区别。例如脑能进行思维，有交流思维活动的语言和进行生产劳动的双手，从而使

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人类的形态结构形成后，仍然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官一直处

于新陈代谢、分化、发育的动态之中。例如血细胞的不断更新，以及组织和器官的年龄

变化等。此外，不同的自然因素、社会生活和劳动条件等，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体形态的

发展和变化。所以，人体结构在种族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体之间，都有一定的差异。

（二）形态和功能相互联系的观点　　人体的形态结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的形

态结构表现一定的功能。例如细长的骨骼肌细胞，具有能使细胞发生收缩的结构，因此，

由骨骼肌细胞构成的肌，与人体的运动功能密切相关。功能的改变，也可影响形态结构

的发展和变化。如加强体育锻炼，可使骨骼肌细胞变粗，肌发达；长期卧床，可导致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骼肌细胞细弱和肌萎缩。从种系进化上看，四足动物的前、后肢与人类的上、下肢是同

源器官，四足动物的前、后肢，其形态结构基本相同，都适应并保证行走功能的实现。人

类由于直立和劳动，上、下肢有了分工，其形态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上肢尤其手

的形态结构与劳动功能相适应；下肢及其足的形态则与直立和行走功能相适应。所以，生

物体的形态结构与其功能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理解这种辩证关系，对更好地认识

和掌握人体的形态结构是十分重要的。

（三）局部和整体统一的观点　　人体各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在神经体液的调节

下，互相影响，彼此协调，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各个局部是整体的一部分，不能

离开整体而独立存在。学习解剖学虽从个别器官入手，但必须始终注意各个器官系统与

其他器官系统的联系和影响，注意器官系统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必需注意从整体

的观点理解局部，由局部更深入地理解整体。这种认识对学好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以

及其它医学课程，乃至培养合格的医护人才，都是很重要的。

（四）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在学习中必须依据单元目标和

课程目标，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联系临床应用，做到学用结合。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实

验课，要充分观察解剖标本、组织切片、模型和图表，利用电化教具和联系活体等实践

性手段，以加深印象，增进理解，并采取分析归纳、反复学习等方法，以巩固记忆、发

展智能。

三、人体的组成

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人体内细胞的形态和功能是多种多样的。许多

形态相似、功能相近的细胞，借细胞间质结合在一起，构成组织。人体的组织有四大类，

即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神经组织。几种不同的组织构成具有一定形态、完成

一定功能的器官，如心、肝、肺、肾等。许多功能相关的器官连接在一起，完成某一方

面的功能，构成系统。人体有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脉

管系统、感觉器、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其中消化、呼吸、泌尿和生殖系统的大部

分器官都位于体腔内，并借一定的管道直接或间接与外界相通，故又总称为内脏。人体

的器官系统虽都各有特定的功能，但他们在神经体液的调节下，相互联系、紧密配合，共

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人体。

按照人体的形态，可分为头、颈、躯干和四肢等四大部分。头的前部称为面，颈的

后部称为项。躯干又分为胸、腹、盆、会阴和背等部分。背的下部也称为腰。四肢分上

肢和下肢。上肢分为肩、臂、前臂和手等部分；下肢又分为臀、股、小腿和足等部分。

四、常用的解剖学术语

人体的构造十分复杂，为了在描述各部结构的位置关系时有共同的准则，统一规定

了解剖学姿势，以及关于方位、轴和面等方面的术语。

（一）解剖学姿势　　身体直立，两眼平视，上肢下垂于躯干两侧，手掌向前，下肢并

拢，足尖向前，这样的姿势称解剖学姿势。在描述人体各部结构的相互关系时，不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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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模型以何种方位放置，都仍应以解剖学姿势为依据。

（二）方位有关方位的术语，是以解剖学姿势为准，用以描述人体结构的相互位置

关系，最常用的有：

上和下　　靠近头顶的为上，靠近足底为下。上和下也可分别称为头侧和尾侧。

前和后　　近腹者为前，近背者为后。前和后也可别称为腹侧和背侧。

在胚胎学中，描述胚胎有关结构的位置时，不用上、下和前、后，而分别采用头侧

和尾侧，腹侧和背侧。

内侧和外侧　　近正中矢状面者为内侧，反之为外侧。

内和外　　是表示与空腔相互位置关系的术语。在腔内或距腔较近的为内，反之为

外。

浅和深　　近体表者为浅，反之为深。

近侧和远侧　　多用于四肢。距肢体附着部较近的为近侧，反之为远侧。

（三）轴　　是通过人体某部或某结构的假想线。根据解剖学姿势，人体有三种互相垂

直的轴（图

图 人体的轴和面

矢状轴 呈前后方向，是与人体的长轴和冠状轴都互相垂直的水平线。

冠状轴 呈左右方向，是与人体的长轴和矢状轴都互相垂直的水平线。

垂直轴 是与人体的长轴平行，且与水平线垂直的线。

（四）面

矢状面 在前后方向上垂直纵切人体所形成的面为矢状面。通过正中线的矢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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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中矢状面或正中面，它将人体分成左、右对称的两半。

冠状面　　也称额状面，是在左、右方向上垂直纵切人体所形成的面，它与矢状面

互相垂直。

水平面　　又称横切面，是与矢状面和冠状面都互相垂直的面。

器官的切面，一般以器官本身的长轴为依据，凡与器官长轴平行的切面称纵切面，与

其长轴垂直的切面称横切面。

（山东省青岛卫生学校　　　　邢贵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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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组织

组织由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细胞间质位于细胞之间，对细胞有支持和营养等作用。

人体的组织可分为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神经组织，这四类组织称基本组织。各

类组织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特点，它们互相结合，构成人体的各种器官。

第一节　　　　上皮组织

上皮组织简称上皮。上皮组织的结构特点是细胞多，排列紧密，细胞间质很少。上

皮组织按其分布和功能，可分为被覆上皮、腺上皮和感觉上皮。本节仅介绍被覆上皮和

腺上皮。

一 、 被 覆 上 皮

（一）被覆上皮的结构和分类

被覆上皮的细胞排列成膜状，广泛被覆于人体的表面和衬在体内多种管、腔、囊的

内面。上皮细胞暴露于体表或空腔的一面，称游离面；与游离面相对，并与深部结缔组

织相连的一面，称基底面。被覆上皮内一般无血管，其营养物质靠深层结缔组织内的血

管供给。被覆上皮有保护、吸收、分泌及排泄等功能。

被覆上皮根据排列层数及细胞的形态，可分类如下。

单层扁平上皮

单层立方上皮
单层上皮

单层柱状上皮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复层扁平上皮
复层上皮

变移上皮

图 单层扁平上皮

单层扁平上皮分布于血管、腹膜、胸膜、肺泡壁及肾小囊等处；其中分布于心、血

管及淋巴管内面的称内皮，内皮细胞很薄，游离面光滑，有利于物质交换及血液和淋巴

的流动；分布于胸膜、腹膜及心包等处的称间皮，间皮细胞的游离面光滑而湿润，可减

少器官活动时的互相摩擦。

被覆上皮

单层扁平上皮　　细胞呈扁平形，细胞核扁圆，位于细胞的中央。从游离面看，细

胞为不规则的多边形；在垂直切面上，细胞为梭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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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单层立方上皮

图 单层柱状上皮

图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图 复层扁平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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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变移上皮

单层立方上皮　　细胞呈立方形，细

胞核为球形，位于细胞的中央（图 。单

层立方上皮分布于小叶间胆管及肾小管等

处。

单层柱状上皮　　细胞呈棱柱状，细

胞核为椭圆形，多位于细胞的基底部（图

。单层柱状上皮分布于胃、肠等处的内

面，具有保护和吸收等功能。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由柱状细

胞、梭形细胞及锥体形细胞等构成（图

。各种细胞的高矮不同，但其基底面都

附着于基膜；其中柱状细胞可达上皮的游

离面，而且其游离面有纤毛。由于各种细

胞的高矮不一，细胞核排列于不同的平面

上，从垂直切面上看，貌似多层细胞构成，

实为单层，故称之为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主要分布于呼吸道的

内面，具有保护的功能。

复层扁平上皮　　也称复层鳞状上

由多层细胞构成，其浅部是数皮， 层扁平

细胞，中部是数层多边形细胞，深部的一

层细胞呈立方形或
图

矮柱状（图
单层柱状上皮细胞间的连接

复层扁平上皮主要分布于皮肤的表

层， 具有保护功能。以及口腔、食管、肛门和阴道的内面，

变移上皮　　由多层细胞构成，分布于输尿管和膀胱等处的内面，由于上皮细胞的

层数及形态可随所在器官的容积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故称为变移上皮。

当器官收缩时，上皮细胞的体积增大，层数增多；反之，器官扩张时，上皮细胞变

扁，层数减少（ 。变移上皮有保护功能。图

（二）上皮细胞的特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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