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理生理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病理生理学      英文名称： Pathophysiology 

课程类型:  专业主干课程    总 学 时： 54 学时       

适用对象:  五年制 临床医学本科 

 

课程简介： 

病理生理学(pathophysiology)是重要的医学基础理论学科之一，是沟通基础医学与临

床医学的桥梁，是一门与多学科密切相关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主要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条

件、疾病过程中患病机体的机能、代谢的动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发生机制，从而揭示疾病

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规律，阐明疾病的本质，为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基础。因此，病理生理学

教学中不仅要传授好课本上的知识，同时还要注意恰当联系医学基础课程及临床医学课程的

相关知识，积极引导学生思考，注重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及批判性思维等的培养，为其后续临

床课程学习及科研素质的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课程性质、目的和任务    

病理生理学是一门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机制的科学。就学科本身而言，病理生理学

的范畴非常广泛，研究许多疾病乃至所有疾病的共同规律，是病理生理学总论的任务；研究

各系统疾病的一般规律以至每一种疾病的特殊规律，是病理生理学各论的任务。但是，根据

我国当前医学教育的状况，以及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学生毕业以后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实际

需要，结合我院多年教学实践，我们只能选择若干重要的章节作为现阶段我院病理生理学的

教学内容。由于医学科学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明显加快，对许多疾病和病理过程的原因

的发生机理有了进一步认识，有些已对临床实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注重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的同时，也适当反映本学科的现代水平。病理生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学较强的

学科，实验课历来是病理生理学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实验教学中，学生通过具体操

作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基本技术和基本操作能

力，培养科学作风和科学思维能力。通过阅读教材和文献，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具体分析临

床病例，深入了解疾病和病理过程的原因、发生机理和发生发展规律，从而为进一步学习临

床课程和毕业后的工作打下基础。由于我院已单独设立机能实验中心，专门担任有关课程的

实验教学，这部分内容另外编写，所以这里只编写理论课部分。 

 



二、教学基本要求   

病理生理学的教学过程，包括课堂讲授、病例讨论、学生自学、课后辅导、复习考试

等环节，几方面互相配合，才能达到教学目的。按要求程度不同本大纲将教学内容分为“掌

握”、“ 熟悉”和“了解”三级。对要求“掌握”的内容 教师在课堂上详细讲解，讲深讲透，

要求学生深入理解和牢记，并能熟练地联系实际 加以运用；对要求“熟悉”的内容要重点

讲解，要求学生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抓住要点，有的部分也可在教师简单梳理后，要求学

生自学；对要求“了解”的内容，仅作一般介绍，概括的讲解或自学，要求学生对这部分内

容有所了解。 当然，病理生理学的内容，是具有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所谓“掌握”、

“熟悉”和“了解”，也是相对的、人为的，并无绝对的界限，切不可机械理解。 

在病理生理学的学习中处处充满着辩证法，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辩证思维和方

法，分析疾病发生的规律，加强基础与临床的联系，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在理解的基础上

加强记忆，灵活掌握基本知识，在学习中要善于追根求源，融会贯通。 

 

三、教学内容及要求  （只展示参赛章节） 

第八章   发热 

【掌握】1、体温升高、发热和过热的概念以及三者的区别。 

2、发热激活物和内生致热原的概念、种类及主要来源、产生和释放。 

        3、发热时体温升高的机制及发热发病学基本环节。 

【熟悉】1、发热时的物质代谢变化和生理功能的改变。 

2、发热的时相及热代谢特点。 

【了解】  了解发热的生物学意义与处理原则。 

【教学内容要点】 

一、概述 

二、病因和发病机制 

  1、发热激活物：外致热原、体内产物。 

  2、内生致热原：内生致热原种类（白细胞介素-1、肿瘤坏死因子、干扰素、白细胞介素

-6、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 

3、发热时的体温调节机制：体温调节中枢；致热信号传入中枢的途径 ；发热中枢介质（正

调节介质、负调节介质）；发热时体温调节的方式及发热时相（体温上升期、高温持续

期、体温下降期）。  



三、代谢与功能的改变 

    物质代谢的改变（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水、盐及维生素代谢）；生理功能

改变（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改变、循环系统功能改变、呼吸功能改变、消化功能改变）。 防御

功能改变（抗感染能力的改变、对肿瘤细胞的影响、急性期反应）。 

四、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治疗原发病；对一般发热不必急于退热(＜ 40 ℃)；必须及时退热病例（高热（＞ 

40 ℃）、心脏病患者、妊娠期妇女、恶性肿瘤）；解热措施（药物解热、物理降温）。 

 

第九章  应激 

【掌握】 1、应激、应激原的概念； 

2、应激的躯体性反应； 

3、应激性溃疡的定义和发病机制。 

【熟悉】 应激时心理性应激反应及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 

【了解】 应激性疾病和应激相关疾病的临床处理原则 

【教学内容要点】 

一、概述： 

概念；应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应激原和应激反应的分类；应激过程（全身适应综

合征） 

二、应激时的躯体反应 

    应激的神经内分泌反应（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兴奋；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激素

系统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其他神经内分泌变化）；应激时免疫系统的反应；急性

期反应和急性期蛋白（抑制蛋白酶的作用、参与凝血和纤溶、抗感染、抗损伤、其他）；

细胞对应激原的反应（热休克反应；其他类型的细胞应激）。 

三、心理性反应 

    心理性应激时的情绪和行为改变；心理应激对认知的影响；心理应激对功能代谢的影

响及其与疾病的关系；影响心理性应激发生的因素。 

四、应激时机体功能代谢的变化及与疾病的关系 

 物质代谢的变化、心血管功能改变和异常（高血压与冠心病、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

消化道功能的改变和应激性溃疡（应激时消化道功能的改变；应激性溃疡（胃肠黏膜缺血、

黏膜屏障功能降低、其他损伤因素））；免疫功能的改变和异常（免疫功能抑制、自身免疫性



疾病）；内分泌和生殖系统异常；血液系统的改变；泌尿系统的变化。 

 

第十三章  休克 

【掌握】1、休克的概念、休克发生的始动环节； 

2、微循环缺血期、淤血期的微循环改变及其机制，微循环变化的意义及临床表现； 

【熟悉】1、微循环衰竭期微循环改变、机制、后果及患者临床表现； 

2、休克的细胞分子机制及休克时机体代谢及功能变化。；  

3、熟悉感染性休克的分类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了解】1、微循环的概念及调节机制；  

        2、休克的常见原因和病因学分类、各型休克的特点（自学为主）； 

        3、休克的病因学和发病学防治。 

【教学内容要点】 

一、概述、病因与分类： 

概念；发展阶段；病因；分类（按病因分类、按始动环节分类）。 

二、发生机制 

    1、微循环机制：正常结构、调节；微循环缺血期（微循环变化特点、微循环变化机制、

微循环变化的代偿意义、临床表现）；微循环淤血期（微循环变化特点、微循环变化机制、

失代偿及恶性循环的产生、临床表现）；微循环衰竭期（微循环变化特点、微循环变化机制、

微循环变化的严重后果、临床表现）。 

    2、细胞分子机制：细胞损伤（细胞膜的变化、线粒体的变化、溶酶体的变化、细胞死

亡）；炎症细胞活化及炎症介质表达增多。 

三、机体代谢与功能变化 

    物质代谢紊乱；电解质与酸碱平衡紊乱（代谢性酸中毒、呼吸性碱中毒、高钾血症）；

器官功能障碍（肺功能障碍、肾功能障碍、胃肠道功能障碍、肝功能障碍、心功能功能障碍、

免疫功能障碍、脑功能障碍、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 

四、几种常见休克的特点 

失血性休克；感染性休克（高动力型休克、低动力型休克）；过敏性休克；心源性休克； 

五、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 

    概念；病因与发病过程；发病机制（炎症细胞活化、炎症介质表达增多（细胞因子、脂

类炎症介质、黏附分子、血浆源性炎症介质、氧自由基与一氧化氮、抗炎介质））。 



六、防治的病理生理基础 

   1、 病因学防治； 

2、发病学防治：改善微循环（扩充血容量、纠正酸中毒、合理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抑

制过度炎症反应；细胞保护； 

3、器官支持疗法； 

4、营养与代谢支持；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教学结合传统的板书教学、网络教学。 

五、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注：凡在课程总学时内的各教学环节所用学时都应纳入表中。 

           内   容（教材章节序列号） 课堂讲授 

第一章       绪论 0．5 

第二章       疾病概论 1．5 

第三章       水、电解质代谢紊乱 8 

第四章       酸碱平衡紊乱 6 

第七章        缺氧 4 

第八章        发热 2 

第九章        应激 3 

第十一章      细胞凋亡与疾病 3 

第十二章      缺血-再灌注损伤 4 

第十三章      休克 4 

第十四章      凝血与抗凝血平衡紊乱 3 

第十五章      心功能不全 5 

第十六章      肺功能不全 4 

第十七章      肝功能不全 3 

第十八章      肾功能不全 3 

总  计 54 



八、考核方式    

笔试（闭卷）。 

各教学环节占总分的比例：平时测验：20%，期末考试：80% 

 

九、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教  材：《病理生理学》（第八版），王建枝、殷莲华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2013 年 3 月。 

参考书：《人体病理生理学》（第二版次），王迪浔 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病理生理学》（第三版次），肖献忠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出版。 

《病理生理学》（第二版），陈主初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年出版。 

   《病理生理学》（英文版），王建枝、陈国强编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