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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病理生理学基础概念



定义
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中机体的代谢、功能和结

构变化的科学，旨在阐明疾病的本质和规律。

特点
病理生理学以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等为基础，综合运用各种研究

方法和技术手段，深入探讨疾病状态下的机体变化。

病理生理学的定义与特点



促进药物研发
病理生理学研究有助于揭示药物作用机

制和靶点，为新药研发提供思路和方法。

推动医学发展
病理生理学作为医学领域的重要分支，

其研究成果不断推动医学理论和技术的

进步。

指导临床实践
病理生理学研究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

理论依据，有助于提高临床医生的诊疗

水平和治疗效果。

病理生理学在医学领域的重要性



与生理学的关系
生理学是研究正常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而病理生理学则研究疾病状态下的机体变化，二者相互补充，

共同揭示生命现象的奥秘。

病理生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与病理学的关系
病理学是研究疾病形态结构变化的科学，而病理生理学则侧重于研究疾病的功能和代谢变化，二者相互依存，

共同构成对疾病的全面认识。

与临床医学的关系
临床医学是直接面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科学，而病理生理学为临床医学提供理论支持，指导临床医生制

定治疗方案和评估治疗效果。



02 疾病的基本病理生理过程



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类型

详细阐述水肿、脱水、高钠血症、低钠血症、高钾血症、低钾血症等

病理生理过程及其临床表现。

酸碱平衡紊乱机制

深入探讨酸中毒与碱中毒的成因、分类、对机体影响以及治疗原则。

临床案例解析

结合具体病例，分析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紊乱的诊断与治疗策略。

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紊乱



系统介绍低张性缺氧、血液性缺氧、循环性缺氧

和组织性缺氧的成因及特点。

缺氧类型与原因

详细讲解缺氧对细胞代谢、器官功能以及整体生

理状态的影响。

缺氧对机体的影响

阐述氧中毒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预防措施。

氧中毒的病理生理

缺氧与氧中毒的病理生理机制

01

02

03



发热机制与分类

全面分析发热对物质代谢、生理功能、

免疫防御等方面的作用。

发热对机体的影响

应激反应的病理生理
系统介绍应激反应的基本过程、生理

变化以及应激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

深入探讨感染性发热和非感染性发热

的成因、机制及临床表现。

发热与应激反应的病理生理基础



休克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病理过程

休克的原因与分类
详细阐述低血容量性休克、心源性休克、分布性休克和梗阻性休克的成因及特点。

休克的病理生理变化
深入探讨休克发展过程中细胞代谢、器官功能以及微循环的变化规律。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发病机制
系统介绍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触发因素、凝血与抗凝系统失衡以及纤溶系统变化等关键环节。



03
各系统病理生理学专题讲
解



心血管系统病理生理学

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过程

探讨脂质代谢异常、内皮细胞损伤等

因素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中的作用。

心力衰竭的发病机制

分析心肌收缩力减弱、心脏负荷过重

等因素导致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学基

础。

心律失常的电生理基础

阐述心肌细胞电生理特性改变与心律

失常发生之间的关系。

高血压病的病理生理学

探讨高血压病的发病机制，包括遗传

、环境等因素对血压调节的影响。



呼吸系统病理生理学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
病机制

01

分析炎症介质、氧化应激等因素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

的作用。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理
变化

02

阐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理改变及其对肺功能的影响。

支气管哮喘的免疫学机制03

探讨支气管哮喘发病中的免疫应答异常及相关的炎症反应。

呼吸衰竭的病理生理学04

分析呼吸衰竭时机体的代偿机制及呼吸衰竭对全身各系统

的影响。



消化系统病理生理学

肝炎的病毒学基础与病理
变化

01

介绍肝炎病毒的种类、致病机制及肝炎的病理改变。

肝硬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02

阐述肝硬化的病理演变过程及其对肝功能的影响。

消化性溃疡的发病机制与
治疗原则

03

分析胃酸、胃蛋白酶等因素在消化性溃疡发病中的作用，

并介绍治疗原则。

炎症性肠病的免疫学与遗
传学基础

04

探讨炎症性肠病的免疫应答异常、遗传易感性等因素与疾

病发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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