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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病理生理学(Pathologic Physiology 或 Pathophy- 

siology)是基础医学理论学科之一，它同时还肩负着医

学基础课程到临床课程之间的桥梁作用。它的任务是

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条件，研究整个疾病过程中的

患病机体的机能、代谢的动态变化及其发生机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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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以生理

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病理学、生物

物理学等为基础，是医学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

程。在临床各学科的医疗实践中，都需要用病理生理

学的理论诠释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从而作出正确的

诊断和改进防治措施。病理生理学的研究成果，使人

们对疾病有更正确和更全面的认识，对疾病的防治不

断改进和完善。医学科学的各个学科，既各有专业范

围，各有本身特点，又愈来明显地互相依赖、互相渗

透、互相促进；而且，医学科学与数学、物理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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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物学等一般自然科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正因

为如此，现代医学才能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病

理生理学是从机能角度提示疾病本质的学科。与不少

其他基础学科一样，病理生理学也是一门与多学科密

切相关的综合性学科。为了研究患病机体复杂的机能、

代谢变化及其发生发展的机制，必须运用有关基础学

科的理论和方法。因此，病理生理学与生物学、遗传

学、免疫学、生理学、生理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等有密

切的关系。 

病理生理学在病因和发病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

常常使疾病的防治不断地改进，甚至发生重大的变革。

例如，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叶，人们一直认为许多

休克病人的共同发病环节是小动脉、微动脉等小血管

因血管运动中枢麻痹而扩张所引起的动脉血压下降，

因而临床上曾经广泛采用的治疗措施之一是用血管收

缩药来使微动脉等小血管收缩并从而血压回升。但是，

这种疗法对不少病人的疗效并不理想，有时甚至反而

会使病情恶化。到本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对休克进行

了深入的病理生理学研究，发现多数休克动物或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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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共同发病环节不是微动脉等小血管的扩张而是

小动脉、微动脉、后微动脉、毛细血管前括约肌的痉

挛性收缩，特别是持续较久的微静脉痉挛性收缩，从

而使组织的动脉血液灌流量急剧减少。这就是休克时

微循环衰竭学说的基本观点。病理生理学在整个医学

学习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