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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配套讲义是学习的必备资源，帮帮为大家精心整理了高质量的配套讲义，确保同学

们学习的方便与高效。该讲义是帮帮结合大纲考点及考研辅导名师多年辅导经验的基础上科

学整理的。内容涵盖考研的核心考点、复习重点、难点。结构明了、脉络清晰，并针对不同

考点、重点、难点做了不同颜色及字体的标注，以便同学们复习时可以快速投入、高效提升。 

除课程配套讲义外，帮帮还从学习最贴切的需求出发，为大家提供以下服务，打造最科

学、最高效、最自由的学习平台：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名师高清视频课 零距离跟名师学习，精讲考点，突出重点，拿下难点，掌握方法 

习题+月考+模考 精选配套习题，灵活自测，查缺补漏，时时提升 

真题视频解析 精选整理了近十几年的真题+答案，视频详解近五年真题 

复习规划指导 名师零距离直播/录播指导全程考研复习规划 

24 小时内答疑 24 小时内详尽解答您复习中的疑点难点，确保学习无阻碍 

把青春托付给值得信任的平台！ 

祝：复习愉快，天天高效，考研成功！ 

PS:讲义中的不足之处，欢迎各位研研批评指正，我们将竭尽所能追求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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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胞和组织的适应与损伤 

第一节 适应的概念及分类 

【2014-42】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化生的是 

A．胃黏膜内出现肠上皮     

B．舌根部出现甲状腺组织 

C．气管内出现鳞状上皮     

D．子宫内膜中出现鳞状上皮 

 

【2013-44】在下列叙述中，不会发生的化生是 

A．胃腺上皮化生为肠腺上皮     

B．柱状上皮化生为鳞状上皮 

C．纤维组织化生为软骨组织     

D．鳞状上皮化生为纤维组织 

 

 

【2012-41】在下列病变中脂褐素主要出现在  

A. 萎缩                

B. 脂肪变性    

C. 坏死                

D. 凋亡 

 

第二节 变性 

【2013-41】在下列病变中，含铁血黄素主要出现在 

A．肺褐色硬化     

B．小叶性肺炎     

C．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D．间质性肺炎 

 

重要器官的瘀血 

    1．肺瘀血 由左心衰竭引起。慢性肺瘀血，肺泡腔除有水肿液及出血外，还

类   型 种   类 

①皮组织化生 Ⅰ鳞状上皮化生（最为常见） 腺上皮→鳞状上皮 

移行上皮→鳞状上皮 

Ⅱ腺上皮→腺上皮 肠上皮化生（肠化） 

（假）幽门腺化生 

Ⅲ鳞状上皮→腺上皮 胃型或肠型上皮化生 

其他 

②间叶组织化生 骨或软骨化生 

幼稚的成纤维细胞→成骨细胞/成软骨细胞 

骨化性肌炎/骨化生、结缔组织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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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大量含有含铁血黄素颗粒的巨噬细胞。称为心衰细胞。肺质地变硬，肉眼呈

棕褐色，称为肺褐色硬化。  

2．肝瘀血 常由右心衰竭引起。在慢性肝瘀血时，致使在肝的切面上出现红

（瘀血区）黄（肝脂肪变区）相间的状似槟榔切面的条纹，称为槟榔肝。严重的

长期的肝瘀血，小叶中央肝细胞萎缩消失，网状纤维塌陷后胶原化，肝窦旁的贮

脂细胞增生，合成胶原纤维增多，加上汇管区纤维结缔组织的增生．致使整个肝

脏的间质纤维组织增多，形成瘀血性肝硬化。 

（1）含铁血黄素是巨噬细胞吞噬、降解红细胞血红蛋白所产生的铁蛋白微

粒聚集体，巨噬细胞破裂后，此色素亦可见于 细胞外。病理情况下，如陈旧性

出血和溶血性疾病时，细胞组织中含铁血黄素蓄积。 

（2）脂褐素 正常时，附睾管上皮细胞、睾丸间质细胞和神经节细胞胞质内

可含有少量脂褐素。 

     

 

 

 

 

 

 

 

 

 

 

 

 

 

 

 

 

 

 

萎缩的心肌细胞和肝细胞等萎缩细胞胞质内可出现脂褐素颗粒。脂褐素是细

胞内未被彻底消化的富含磷脂的膜包被细胞器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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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3】酒精中毒时，肝细胞内出现马洛里小体（Mallory body），其病变性

质是 

A．水样变性     

B．脂肪变性     

C．玻璃样变性     

D．纤维素样变性 

 

玻璃样变  

细胞内或间质中出现半透明状蛋白质蓄积，称为玻璃样变。 

（1）细胞内玻璃样变通常位于细胞质内。 

1.近曲肾小管上皮细胞重吸收原尿中的蛋白质，与溶酶体融合，形成玻璃样

小滴； 

2. 浆细胞胞质粗面内质网中免疫球蛋白蓄积，形成 Rusell 小体； 

3. 酒精性肝病时．肝细胞胞质中细胞中间丝前角蛋白变性，形成 Mallory 小

体。     

（2）细动脉壁玻璃样变 又称细动脉硬化，常见于缓进型高血压和糖尿病的

肾、脑、脾等脏器的细动脉壁。 

 

 

 

 

 

 

 

 

 

 

 

 

 

 

 

 

 

 

 

 

 

 

 

【2012-42】虎斑心的组织学改变是 

A．心肌纤维间大量淋巴细胞浸润  

B．心肌纤维间出现脂肪沉积  

C．心肌细胞中出现脂肪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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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心肌细胞中出现透明小体 

 

脂肪变 

（细胞内）中性脂肪特别是甘油三酯蓄积于非脂肪细胞的细胞质中，称为脂

肪变，多发生于肝细胞。 

肝细胞是脂肪代谢的重要场所，最常发生脂肪变。显著弥漫性肝脂肪变称为

脂肪肝。慢性酒精中毒或缺氧可引起心肌脂肪变，常累及左心室内膜下和乳头肌

部位。脂肪变心肌细胞呈黄色，与正常心肌细胞的暗红色相间形成黄红色斑纹，

称为虎斑心。 

近曲小管上皮细胞脂肪变 

 

 

 

 

 

 

 

 

 

【2012-163】在微小病变型肾小球肾炎中，肾小管容易形成的变性有  

A．水样变性              

B．脂肪变性  

C．玻璃样变性         

D．纤维素样变性 

 

微小病变型肾小球肾炎又称脂性肾病 

1、由于大量的蛋白尿而造成蛋白质在肾小管上皮中分解成脂类物质导致肾

小管脂肪变性。 

2、在肾炎出现蛋白尿时，血浆蛋白经肾小球滤出，又被小管上皮细胞吞饮

并在胞浆内融合成玻璃样小滴。 

 

【2011-42】下列选项中属于转移性钙化的是   

A．结核病灶钙化        

B．肺间质钙化  

C．粥瘤钙化                  

D．血栓钙化 

 

病理性钙化：骨和牙齿之外的组织中固态钙盐沉积称为病理性钙化。 

营养不良性钙化：最常见；见于变性坏死组织，如坏死的虫卵结核病干酪样

坏死灶、血栓、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瘢痕组织等，可能与局部碱性磷酸酶增多有

关。 

转移性钙化常发生在肾小管、肺和胃的间质。 

 

第三节 细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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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4】下列可以发生坏疽的病变是 

A．肝大片状坏死   

B．脾梗死 

C．脑梗死   

D．肠套叠 

 

【2014-44】下列肝细胞坏死中，属于凋亡的是 

A．嗜酸性坏死     

B．点状坏死 

C．碎片状坏死     

D．桥接坏死 

 

凋亡的概念 

凋亡是活体内个别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的表现形式，是由体内外因素触发细

胞内预存的死亡程序而导致的细胞主动性死亡方式，在形态和生化特征上都有别

于坏死 

 

 

 

 

 

八版教材新增——调亡的特例 

★病毒性肝炎时，肝细胞的嗜酸性坏死 

★单个肝细胞的病理性死亡 

★属细胞凋亡 

★嗜酸性小体=Councilman 小体 

注：嗜酸性小体表现为单个肝细胞内深红色、细胞核消失的圆形小体 

★固缩性坏死 

 

【2013-42】镜下坏死组织结构的轮廓消失，呈现一片嗜酸性颗粒状物，其坏死

类型是 

A．凝固性坏死     

B．液化性坏死     

C．干酪样坏死     

D．脂肪坏死 

 

（1）蛋白质变性 

原因/机

制  

蛋白质变性凝固且溶酶体酶水解作用较弱； 

多见于

  

心、肝、肾、脾等实质脏器 

肉眼 坏死区呈灰黄、干燥、质实状态， 

坏死与健康组织间界限多较明显； 

镜下 细胞微细结构消失，组织轮廓保存 

 生理性 病理性 

坏死  主要见于病理性死亡 

凋亡 主要见于生理性死亡 肝细胞嗜酸性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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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

型 

干酪样

坏死 

彻底的凝

固性坏死 

见

于 

结核病（特征性病变）； 

多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 

肉

眼 

坏死区呈黄色，状似干酪 

（因病灶中含脂质较多） 

镜

下 

无结构颗粒状红染物；不见坏死部位原有组

织结构的残影，甚至不见核碎屑； 

 

（2）液化性坏死 

原因/机

制 

坏死组织中可凝固的蛋白质少；或坏死细胞自身及浸润的中性粒细

胞等释放大量水解酶，或组织富含水分或磷脂 

多见于 ①脑软化/脑液化性坏死（脑梗死：缺血缺氧） 

②脊髓液化性坏死 

③细胞水肿→溶解性坏死（如病毒性肝炎） 

病理变化 细胞组织发生溶解液化 

特殊类型 脂肪坏死： 

   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细胞释放胰酶→分解脂肪酸； 

   肉眼：灰白色钙灶（脂肪坏死后，释放的脂肪酸和 Ca2+结合） 

 

【2012-43】在下列坏死中有特征性钙灶形成的是  

A.凝固性坏死                  

B.液化性坏死  

C.干酪性坏死                  

D.脂肪坏死 

 

【2011-44】下列选项中，属于凋亡特征的是  

A.死亡细胞质膜破裂  

B.活体内单个细胞死亡  

C.死亡细胞自溶  

D.伴有急性炎症反应 

 

第二章 损伤的修复 

第一节 再生 

【2015-41】男性，25 岁。患急性糜烂性胃炎，经治疗痊愈后，原胃体黏膜糜烂

处表现为 

A．正常胃黏膜   

B．幽门腺化生 

C．肠上皮化生   

D．表面腺体增厚 

 

【2014-41】男性，16 岁。左手烫伤，红肿，少数水泡，无感染。经治疗痊愈，

局部皮肤组织的病理变化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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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纤维瘢痕形成    

B．皮肤附属器破坏 

C．毛细血管增生     

D．正常皮肤 

 

分类 概念  修复类型 重要考点 

ⅰ再生 

由损伤周围

的同种细胞

来修复（实

质） 

①完全再生 

（完全恢复了原组

织的结构与功能） 

生理性修复 

骨组织再生能力强，

骨折后可完全修复 

病毒性肝炎：点状坏

死、灶状坏死 

②不完全再生 病理性修复 

肉芽组织和肉芽肿

性炎（炎细胞包括：

巨噬细胞；不包括：

巨噬细胞的衍生细

胞）的区别 

ⅱ纤维

性修复 

（瘢痕

修复） 

由肉芽组织

来修复（三

多一少）； 

以后纤维结

缔组织形成

瘢痕（；三

少一多） 

肉芽组织：（成纤维

细胞，新生毛细血

管，炎细胞多，纤维

结缔组织少） 

病理性修复 

 

【2011-41】患者，20 岁，骨折愈合良好，5 年后骨折处骨组织病例变化表现为   

A．大量成纤维细胞 

B．大量新生毛细血管  

C．正常骨组织  

D．大量多核巨细胞 

 

第二节 纤维性修复 

【2012-164】下列选项中符合肉芽组织特征的有  

A．较多的多核巨细胞  

B．较多的内皮细胞  

C．较多的成纤维细胞  

D．较多的类上皮细胞 

 

肉芽组织组成：成纤维细胞 

新生毛细血管 

炎细胞多 

纤维结缔组织少 

 

第三节 伤口愈合 

【2013-45】在伤口愈合时，对增加伤口愈合强度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 

A．成纤维细胞     

B．毛细血管     

C．细胞外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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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良好的血供 

 

【2012-44】下列骨折描述中，骨折处表现为肉芽组织和排列紊乱的骨小梁是 

A．纤维性骨痂形成  

B．骨性骨痂形成  

C．骨不愈合  

D．骨痂重塑完成 

 

骨折的修复 

一、骨折的愈合过程 

    ◆ 血肿机化期 

    ◆ 原始骨痂期 

    ◆ 骨痂改造期 

 
1．骨折后血肿机化 

2．血肿逐渐机化，骨内外膜处开始形成骨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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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膜内化骨及软骨化骨过程逐渐完成 

2．膜内化骨及软骨化骨过程基本完成 

 

 
1．外骨痂内骨痂，环状骨痂及腔内骨痂形成后的立体解剖             

2．骨痂塑形基本完成 

 

第三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第一节 血栓形成 

【2012-45】肉眼所见的混合血栓中灰白色条纹在镜下所见的是： 

A．血小板小梁  

B．纤维蛋白网络  

C．淋巴细胞浸润  

D．血栓机化时的肉芽组织 

 

血栓类型和形态 

1．白色血栓 白色血栓在急性风湿性心内膜炎时在二尖瓣闭锁缘上形成疣状

血栓为白色血栓。镜下主要由血小板构成。 

2．混合血栓 在肉眼观察时呈灰白色（血小板小梁）和红褐色（红细胞）层

状交替结构。称为层状血栓，即混合血栓。静脉内的延续性血栓的体部为混合血

栓。发生于心腔内的混合血栓，可称为附壁血栓。发生于左心房内的血栓，混合

血栓呈球状。镜下混合血栓主要血小板和红细胞。 

3．红色血栓 红色血栓主要见于静脉内，成为延续性血栓的尾部。镜下血细

胞。 

4．透明血栓 透明血栓发生于微循环的血管内，主要在毛细血管，只能在显

微镜下观察到，又称为微血栓。透明血栓主要纤维蛋白构成，最常见于弥散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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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凝血（DIC）。 

 

【2012-46】透明血栓主要发生的组织部位是  

A．毛细血管          

B．静脉瓣膜  

C．动脉管壁          

D．心房内膜 

 

第二节 栓塞 

【2015-45】使用正压静脉输液时，可能发生的栓塞是 

A．血栓栓塞   

B．空气栓塞 

C．肿瘤栓塞   

D．脂肪栓塞 

 

【2014-45】女性，73 岁。下楼梯时，不慎摔倒，股骨骨折。行手术内固定术时，

突然呼吸困难，紫绀，血压下降，全身抽搐，昏迷，抢救无效死亡。尸体解剖，

肺血管内最可能的发现是 

A．角化上皮             

B．脂滴 

C．空气                     

D．血栓 

 

栓塞的类型和对机体的影响 

（一）血栓栓塞 

血栓栓塞是栓塞最常见的原因。 

1．肺动脉栓塞 造成肺动脉栓塞的栓子 95％以上来自下肢膝以上的深部静脉。 

2．体循环动脉栓塞栓子 80％来自左心。 

（二）脂肪栓塞:股骨干骨折 

（三）气体栓塞 

减压病 又称沉箱病，是气体栓塞的一种。氮气在体液内溶解迟缓，致在血

液和组织内形成很多微气泡或融合成大气泡，引起气体栓塞，又称为氮气栓塞。  

（四）羊水栓塞 （母体*） 

羊水栓塞的证据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肺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内有羊水的成分，

包括角化鳞状上皮、胎毛、胎脂、胎粪和黏液。亦可在母体血液涂片中找到羊水

的成分。 

 

【2013-137、138】 

A．肺动脉血栓栓塞     

B．肺动脉脂肪栓塞 

C．肺动脉血栓形成     

D．肺毛细血管血栓形成 

【2013-137】下肢骨折后 7 天，起床时突然死亡，尸体解剖时最可能的发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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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38】中毒性休克病人死亡，尸体解剖时最可能的发现是 

 

【2011-45】女，23 岁，足月初产，无妊娠并发症。在阴道分娩过程中，突然呼

吸困难，紫绀，血压下降，全身抽搐，昏迷，抢救无效死亡。尸体解剖，肺小动

脉和毛细血管内最可能的发现是  

A．角化上皮                    

B．脂滴       

C．气泡                           

D．血栓 

 

第三节 梗死 

【2012-165】除了贫血性梗死形成所需条件外，出血性梗死的形成还需要的条件

是  

A．组织蛋白含量高  

B．组织有严重的瘀血  

C．组织有双重血供  

D．组织疏松 

 

梗死类型 

根据梗死灶内含血量的多少和有无合并细菌感染，将梗死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贫血性梗死 发生于组织结构较致密侧支循环不充分的实质器官，如脾、

肾、心和脑组织。  

2．出血性梗死 

1）卵巢囊肿或肿瘤时卵巢蒂部扭转，形成出血性梗死。 

2）组织疏松肠和肺的组织较疏松，所发生的肺梗死一般为贫血性梗死。 

3）肺出血性梗死：常位于肺下叶  

4）肝脏 

 

梗死的条件 

1）贫血性梗死：①组织结构比较致密 

②侧支循环不充分 

③动脉分支阻塞 

 

2）出血性梗死：①组织疏松 

②双重血液供给或血管吻合支丰富  

③组织有淤血严重 

④动脉分支阻塞 

⑤侧支循环不能代偿等 

 

第四章 炎症 

第一节 炎症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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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3】严重烧伤时，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的主要机制是 

A．内皮细胞穿胞作用增加   

B．内皮细胞直接损伤 

C．白细胞介导的内皮细胞损伤   

D．新生毛细血管的高通透性 

 

【2014-43】下列炎性介质中，引起发热的是 

A．缓激肽     

B．前列腺素 

C．NO     

D．IL-8 

 

主要炎症介质的作用 

功能 炎性介质种类 

1.血管扩张 组胺、5-HT、缓激肽、PGE2、PGE1、PGD2、PGI2、NO 

2.血管通透性升高 
组胺、5-HT、缓激肽、C3a、C5a、LTC4、LTD4、LTE4、PAF

（血小板激活因子）、活性氧代谢产物、P物质 

3.趋化作用 
C5a、LTB4、细菌产物、中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细胞因子

（IL-8、TNF） 

4.发热 细胞因子（IL-1、IL-6和 TNF等）、PG 

5.疼痛 PGE2、缓激肽 

6.组织损伤 氧自由基、溶酶体酶、NO 

（注：PG 前列腺素、LT 白细胞三烯；IL 细胞因子；TNF 肿瘤坏死因子） 

 

【2014-163】炎性介质的作用包括 

A．血管通透性降低     

B．发热 

C．疼痛     

D．趋化作用 

 

【2014-135、136】 

A．白喉     

B．淋巴结结核 

C．急性蜂窝织性阑尾炎     

D．乙型肝炎 

【2014-135】属于变质性炎的是 

【2014-136】属于假膜性炎的是 

 

（1）变质性炎是以局部组织发生变性和坏死为主的炎症，渗出和增生改变

较轻微，多见于急性炎症，如乙肝、乙脑、阿米巴。 

（2）纤维素性炎以纤维蛋白原渗出为主，继而形成纤维蛋白。多发子黏膜、

浆膜和肺组织。黏膜发生的纤维素性炎，渗出的纤维蛋白、中性粒细胞和黏膜坏

死组织共同形成灰白色膜状物覆盖在黏膜表面，称假膜性炎，其最主要成分是纤

维蛋白，常见于白喉、细菌性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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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6】发生在下列不同部位的纤维蛋白性炎症中，属于假膜性炎症的是 

A．心包膜     

B．胸膜     

C．关节滑膜     

D．肠黏膜 

 

【2012-47】在假膜性炎症中最具有特征性的渗出物是  

A．血红蛋白  

B．纤维蛋白  

C．淋巴细胞  

D．中性粒细胞 

 

【2011-43】下列炎症介质中，具有趋化作用的是  

A．缓激肽        

B．前列腺素       

C．NO            

D．IL-8 

 

【2011-137、138】 

A．空润性肺结核                           

B．细菌性痢疾  

C．小叶性肺炎                             

D．钩端螺旋体病 

【2011-137】属于出血性炎的是    

【2011-138】属于纤维素性炎的是 

 

第二节 慢性炎症 

【2015-137、138】 

A．鼠疫   

B．梅毒   

C．白喉   

D．艾滋病 

【2015-137】属于肉芽肿性炎的是   

【2015-138】属于出血性炎的是 

 

【2013-163】下列形态改变中，属于炎症的主要病理变化有 

A．血管反应     

B．肉芽组织形成     

C．炎细胞浸润     

D．上皮细胞增生 

 

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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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包括变质、渗出和增生。  

1．变质   

2．渗出是炎症最具特征性的变化。 

3．增生 

 

【2012-135、136】 

A.淋巴细胞        

B.中性粒细胞  

C.浆细胞          

D.巨噬细胞  

【2012-135】急性炎症晚期开始出现的细胞是   

【2012-136】出现在肉芽肿性炎症的主要细胞是 

 

炎症细胞的种类和主要功能（重要）  

■ 中性粒细胞：常见于急性炎症早期和化脓性炎症； 

■ 巨噬细胞：常见于急性炎症后期、肉芽肿性炎（注：万能选择项）；   

■ 淋巴细胞和浆细胞：常见于慢性炎症及病毒感染； 

■ 嗜酸性粒细胞：主要见于寄生虫感染和过敏性炎； 

 

【2011-135、136】 

A．急性细菌性痢疾                         

B．肠伤寒 

C．急性蜂窝织炎                           

D．急性重症肝炎 

【2011-135】属于化脓性炎的是：   

【2011-136】属于肉芽肿性炎的是： 

 

第五章 肿瘤 

第一节 肿瘤形态生长及转移 

【2013-47】下列选项中，符合肿瘤间变概念的是 

A．良恶性肿瘤之间的形态改变     

B．肿瘤细胞的去分化 

C．肿瘤发生过程中的一种癌前病变     

D．肿瘤亲子代之间的遗传特性继承 

 

肿瘤的分类 

肿瘤 

良性肿瘤  

恶性肿瘤 

癌 
间变性肿瘤 

（恶性肿瘤细胞分化很差，异型性显著） 
肉瘤 

癌肉瘤 

交界性肿瘤 
（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的肿瘤） 

（低度恶性的肿瘤：可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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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8】肿瘤的异质性是指  

A．肿瘤细胞的大小  

B．肿瘤起源于不同的细胞亚群 

C．肿瘤细胞形成具有不同的生长侵袭特性的亚群  

D．肿瘤细胞核染色体深浅不一 

 

肿瘤的演进与异质性 

肿瘤的演进（progression）：恶性肿瘤在生长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富有侵袭性的

现象，包括生长加快、浸润周围组织、远处转移等。 

肿瘤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指由一个克隆来源的肿瘤细胞在生长过程中

形成在侵袭能力、生长速度、对激素的反应、对抗癌药的敏感性等方面有所不同

的亚克隆的过程。 

 

【2011-47】患者，女，58 岁。因左乳腺外上象限肿物件腋窝淋巴结肿大住院，

手术标本病理诊断为左乳腺浸润性导内癌伴淋巴结转移。下列病理变化中，与患

者肿瘤转移关系最密切的是   

A．角蛋白的表达增高  

B．凋亡增多  

C．层粘连蛋白受体减少  

D．出现坏死灶 

 

第二节 肿瘤的命名与分类 

【2013-49】在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中，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角蛋白阳性，波形蛋

白阴性，该肿瘤最可能的诊断是 

A．癌     

B．肉瘤     

C．黑色素瘤     

D．神经内分泌肿瘤 

解析：在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中，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角蛋白阳性见于癌或间皮瘤，

波形蛋白阳性见于间叶组织肿瘤。本题角蛋白阳性、波形蛋白阴性，因此最可能

的诊断是癌。 

 

【2011-46】下列选项中属于良性肿瘤的是    

A．视网膜母细胞瘤      

B．软骨母细胞瘤      

C．肾母细胞瘤                

D．神经母细胞瘤 

 

肿瘤命名的特殊原则 

特殊原则 恶性肿瘤 良性肿瘤 

+“母细胞瘤” 
神经母细胞瘤、髓母细胞瘤、肾母细

胞瘤、视网膜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 

骨母细胞瘤、 

软骨母细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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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母细胞瘤 

+“瘤” 

精原细胞瘤、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

+非霍奇金淋巴瘤）、骨髓瘤、黑色素

瘤、无性细胞瘤、尤文氏（肉）瘤 

—— 

+“病” 
白血病、霍奇金病、Bowen 病、蕈样

霉菌病 
—— 

“恶性…瘤” 

恶性神经鞘瘤、恶性间皮瘤、恶性畸

胎瘤、恶性胶质瘤、恶性脑膜瘤、恶

性黑色素瘤 

神经鞘瘤、皮肤带状瘤、

间皮瘤、畸胎瘤、血管瘤、

脑膜瘤、节细胞神经瘤 

其他 
恶性葡萄胎、绒毛膜上皮癌、胚胎性

癌 
葡萄胎 

 

第三节 肿瘤分级和分期 

【2015-46】下列属于原位癌的病变是 

A．大肠黏膜下癌   

B．食管黏膜下癌 

C．乳腺导管内癌   

D．胃黏膜内癌 

 

第四节 常见肿瘤与癌前病变 

【2014-167】胃黏膜病变中，属于癌前病变的有 

A．幼年性息肉     

B．腺瘤性息肉 

C．炎症性息肉     

D．非典型增生 

 

癌前病变 

癌前病变：某些疾病（或病变）虽然本身不是恶性肿瘤，但具有发展为恶性

肿瘤的潜能，患者发生相应恶性肿瘤的风险增加。这些疾病或病变称为癌前病变。 

1．大肠腺瘤，息肉病发生癌变。 

2．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3．慢性胃炎与肠上皮化生         

4．乳腺纤维囊性病      

5．皮肤慢性溃疡      

6．黏膜白斑 

 

【2013-50】在下列癌前病变中，癌变几率最高的是 

A．结节性肝硬化     

B．黏膜白斑     

C．结肠腺瘤性息肉病   

D．未降睾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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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67】下列大肠息肉病变中，属于癌前病变的有 

A．幼年性息肉         

B．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C．炎症性息肉         

D．腺瘤性息肉 

 

第五节 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和与遗传 

【2014-46】下列选项中，不属于遗传性肿瘤的是 

A．Li-Fraumeni 综合征     

B．纤维瘤病 

C．结肠腺瘤性息肉病     

D．神经纤维瘤病 

 

遗传性肿瘤综合征包括：神经纤维瘤病 

毛细血管扩张共济失调症 

家族性视网膜母细胞瘤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i-Fraumeni 综合征 

着色性干皮病 

Bloom 综合征 

Fanconi 贫血 

Wilms 瘤 

von Hippel-Lindau 综合征 

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 

家族性乳腺癌 

 

抑癌基因突变与肿瘤 

综合征 受累基因 相关肿瘤 遗传类型 

家族性视网膜母细

胞瘤 
Rb 

肿
瘤
抑
制
基
因 

（
抑
癌
基
因
） 

视网膜母细胞瘤、骨肉

瘤 

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

病 
APC 结直肠癌 

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 

神经纤维瘤病 I 型 NF-1 
神经纤维瘤，恶性神经

鞘瘤 

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 

肾母细胞瘤（Wilms

瘤） 
WT-1 Wilms 瘤 

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 

Li-Fraumeni 综合征 P53 
肉瘤，乳腺癌，脑肿瘤，

白血病 
 

 

【2013-48】下列原癌基因中，以点突变为主要激活方式成为癌基因的是 

A．ras     

B．PDGF     

C．cyclin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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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yc 

 

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概念    

1.癌基因的概念    

细胞癌基因或原癌基因，如 K-ras（点突变为主要激活方式）和 EGFR（生长

因子受体家族 EGFR/c-erbB-1，c-erbB-2（Her-2/neu），c-erbB-3，c-erbB-4）等 100

多种。一旦原癌基因被激活，其结构发生改变而成为癌基因。 

 

八版教材新增 

E 钙粘蛋白（E-cadherin）：与肿瘤粘附密切相关 

MMP：与肿瘤转移密切相关 

Ki67：与肿瘤增值密切相关 

CEA：癌胚抗原；结直肠癌 

CA125：监测卵巢癌复发的重要指标 

 

【2011-47】患者，女，58 岁。因左乳腺外上象限肿物件腋窝淋巴结肿大住院，

手术标本病理诊断为左乳腺浸润性导内癌伴淋巴结转移。下列病理变化中，与患

者肿瘤转移关系最密切的是   

A．角蛋白的表达增高  

B．凋亡增多  

C．层粘连蛋白受体减少  

D．出现坏死灶 

 

【2012-49】下列原癌基因中，其表达产物与乳腺癌预后明确相关的是  

A．Ras                                

B．jun            

C．c-myc                         

D．Her-2/neu 

 

【2012-50】在下列肿瘤标志物中，属于癌胚抗原的是  

A．角蛋白      

B．甲胎蛋白      

C．波形蛋白       

D．前列腺特异性蛋白 

 

肿瘤标记物（tumor marker） 

又称肿瘤标志物是指特征性存在于恶性肿瘤肿瘤细胞，或由恶性肿瘤细胞异

常而产生的物质，或是宿主对肿瘤的刺激反应而产生的物质，并能反映肿瘤发生、

发展，监测肿瘤对治疗反应的一类物质。 

按肿瘤标记物本身的性质分类：胚胎抗原 

蛋白类标记物 

糖类标记物 

酶类标记物 

激素类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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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类标记物 

其他肿瘤标记物 

胚胎抗原---甲胎蛋白（AFP） 

 

第六章 心血管系统疾病 

第一节 动脉粥样硬化 

【2015-50】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主要细胞是 

A．内皮细胞   

B．泡沫细胞  

C．成纤维细胞   

D．平滑肌细胞 

 

【2014-50】与动脉粥样斑块表面的纤维帽形成关系密切的细胞是 

A．内皮细胞     

B．平滑肌细胞 

C．单核细胞     

D．成纤维细胞 

 

重要知识点 

1．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中，粥样斑块形成的首要条件是：慢性、反

复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2．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吸烟 

3．泡沫细胞来源于：巨噬细胞源和血管平滑肌 

4．血管平滑肌：分泌大量细胞外基质（胶原纤维和蛋白聚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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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66】在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病变中，有大量的泡沫细胞存在，这些细胞

的来源有  

A．血管内皮细胞        

B．血管平滑肌细胞  

C．巨噬细胞  

D．成纤维细胞 

 

【2011-50】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无关的细胞是  

A．内皮细胞         

B．平滑肌细胞       

C．单核细胞         

D．纤维细胞 

 

第二节 高血压病 

【2011-163】高血压病可引起的脑内病变有 

A．脑水肿             

B．脑梗死 

C．脑出血             

D．脑内微小动脉瘤 

 

良性高血压内脏病变期 

（1）心脏：左心室代偿性肥大。肉眼观，左心室壁增厚，向心性肥大。 

（2）肾脏：高血压时，由于入球动脉的玻璃样变性和肌型小动脉的硬化，

管壁增厚，管腔狭窄，致病变区的肾小球缺血发生纤维化、硬化或玻璃样变性。

肾脏以上的病变特点称为原发性颗粒性固缩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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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血压脑病：由于脑细小动脉硬化造成局部组织缺血，毛细血管通透

性增加。 

①高血压脑病：由于脑小动脉硬化和痉挛。临床表现为头痛、头晕、眼花、

呕吐、视力障碍等症状，有时血压急剧升高，患者可出现剧烈头痛、意识

障碍、抽搐等症状，称为高血压危象。 

②脑软化：由于脑的细小动脉硬化和痉挛，供血区脑组织缺血而发生多数

小坏死灶，即微梗死灶。 

③脑出血：是高血压最严重的并发症。脑出血常发生于基底节、内囊。多

见于基底节区域（尤以豆状核区最多见）。是因为供应该区域的豆纹动脉从

大脑中动脉呈直角分支，致豆纹动脉易破裂出血。 

（4）视网膜：视网膜中央动脉发生细动脉硬化。 

 

第三节 风湿病 

【2015-48】风湿小结内的阿少夫细胞来源于 

A．成纤维细胞   

B．B 淋巴细胞  

C．巨噬细胞   

D．T 淋巴细胞 

 

【2013-133、134】 

A．关节病变     

B．心包内纤维蛋白性炎症 

C．心肌内 Aschoff 小体     

D．心内膜炎 

【2013-133】对风湿病最有诊断意义的病变是 

【2013-134】对风湿病人造成最严重危害的病变是 

 

风湿病 

一、概念 

风湿病是一种与 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有关的变态反应性疾病。病变主

要累及全身结缔组织，最常侵犯心脏、关节和血管等处，以心脏病变最为严重。  

二、病因和发病机制 

风湿病的发生与咽喉部 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有关。 

三、基本病理变化 

风湿病根据病变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期： 

1．质渗出期，是风湿病的早期改变。在心脏、浆膜、关节、皮肤等病变部

位表现为纤维素样坏死。 

2．增生期或肉芽肿期。此期病变特点是在心肌间质，心内膜下和皮下结缔

组织中，特别是在纤维索样坏死的基础上，出现巨噬细胞的增生，吞噬纤维素样

坏死物质后所形成的风湿细胞或阿少夫细胞，也称阿少夫小体，是风湿病特征性

病变。   

3．纤维化期或硬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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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8】风湿病变质渗出期的主要病变是 

A．纤维素样坏死形成           

B．阿少夫小体形成 

C．梭形瘢痕形成                 

D．小化脓灶形成 

 

第四节 心肌病 

【2015-57】下列超声心动图结果描述中，不支持扩张性心肌病诊断的是 

A．左心房扩大      

B．左心室可见节段性运动减弱 

C．左心室舒张末内压增大     

D．左心室后壁厚度变薄 

 

【2015-163】肥厚型心肌病的肉眼病理变化有 

A．左心室壁肥厚 

B．室间隔不均肥厚 

C．二尖瓣肥厚 

D．左心房壁肥厚 

 

【2014-48】扩张性心肌病肉眼检查不包括的主要病理变化是 

A．心脏重量增加达 500～800g     

B．两侧心腔扩张 

C．二尖辦、三尖辦关闭不全     

D．心内膜增厚 

 

心肌病和心肌炎 

一、概念 

心肌病是指心肌病变伴心脏功能不全。至今病因不明。亦称为原发性心肌病 

二、分类 

1．扩张性心肌病亦称充血性心脏病，是心肌病中最常见的类型，约占心肌

病的 90％。WHO 定义为“左心室或双心室腔扩张伴收缩功能不全”的心肌病变。

病变以心肌收缩能力下降为特征。 

2．肥厚性心肌病是以左心室显著肥厚、室间隔不对称增厚、舒张期心室充

盈异常。两侧心室壁肥厚、室间隔厚度大于左心室壁的游离侧，二者之比>1.3。 

3．限制性心肌病是目前最少的心肌病。WHO 的定义是“以单或双心室充盈

受限、舒张容积缩小为特征的心肌病”。典型病变为心室内膜和内膜下心肌进行

性纤维化。相当于缩窄性心包炎。 

4．克山病是一种地方性心肌病。病理变化主要表现是心肌严重的变性、坏

死和瘢痕形成。 

 

【2013-62】下列疾病中，属于原发性心肌病范畴的是 

A．致心律失常型右室心肌病                

B．围产期心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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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酒精性心肌病                          

D．自身免疫性心肌病 

 

第七章 呼吸系统疾病 

第一节 肺炎 

【2013-135、136】 

A．大叶性肺炎     

B．小叶性肺炎 

C．间质性肺炎     

D．有肉芽肿形成的肺炎 

【2013-135】支原体肺炎的病理类型通常是 

【2013-136】病毒性肺炎的病理类型通常是 

 

发生的部位 肺实质性肺炎（典型肺炎） 
间质性肺炎 

（非典型性肺炎） 

生物因子 细菌性肺炎 病毒性肺炎 支原体肺炎 

病变累及的

范围 

大叶性肺

炎 

小叶性肺炎 

（支气管肺

炎） 

 

 

病变性质 
纤维素性

炎 
化脓性炎 

 

第二节 肺气肿 

【2015-52】腺泡周围型肺气肿的病理表现是 

A．呼吸性细支气管扩张，其周围的肺泡扩张 

B．呼吸性细支气管扩张，周围肺泡扩张不明显 

C．肺泡间隔内出现成串小气泡 

D．呼吸性细支气管、肺泡管和肺泡囊均扩张 

 

【2012-133、134】 

A．吸烟  

B．慢性支气管炎  

C．ɑ-1-抗胰蛋白酶  

D．瘢痕附近区  

【2012-133】全腺泡型肺气肿见于    

【2012-134】腺泡远端肺气肿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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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气肿 

一、概念 

病变发生在肺腺泡内，合并小气道的阻塞性通气障碍，也称阻塞性肺气肿 

二、分类 

腺泡中央型－呼吸性支气管囊状扩张 

腺泡周围型－周围的肺泡管和肺泡囊扩张 

全腺泡型－呼吸性支气管、肺泡管、肺泡囊。肺泡都扩张（a1-抗胰蛋白酶水

平降低——全腺泡型肺气肿） 

间质型肺气肿—机械损伤引起肺内压急剧升高导致细支气管或肺泡间隔破

裂，空气进入肺间质。小叶间隔于胸膜连接处出现串珠样气泡。             

其它类型—疤痕旁～（属于周围型）；老年性～ 

 

 

 

 

 

 

 

 

 

 

 

 

 

 

 

 

【2011-52】中央型肺气肿是指 

A．三、四级支气管和周围肺泡囊扩张 

B．呼吸性细支气管扩张，周围肺泡囊扩张不明显 

C．肺门周围的肺组织扩张，近胸膜处肺组织扩张不明显 

D．呼吸性细支气管扩张不明显，周围肺泡管和肺泡囊扩张 

 

第三节 肺硅沉着病 

【2011-51】形成早期细胞性硅结节的细胞主要是 

A．巨噬细胞           

B．淋巴细胞  

C．浓纤维细胞         

D．嗜中性粒细胞 

 

病理变化（细胞性硅结节——纤维性硅结节）  

基本病变是肺组织内硅结节形成和肺弥漫性间质纤维化。硅结节是硅沉着病

的特征性病变。早期硅结节由吞噬硅尘的巨噬细胞局灶性聚积而成，多位于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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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周围，为细胞性硅结节，随后结节发生纤维化和玻璃样变，成为玻璃样纤维

性硅结节。  

肉眼观：硅结节境界清楚，呈圆形或椭圆形，灰白色，质硬，触之有砂粒样

感。 

镜下：典型的硅结节中，吞噬硅尘的巨噬细胞玻璃样变的胶原纤维组织呈同

心圆层状排列，中央常有内膜增厚或闭塞的小血管，周围纤维化。随着病变的发

展，晚期肺间质有不同程度的弥漫性纤维化。 

第四节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2014-52】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脏变化的主要指标是 

A．左心室肥厚 

B．肺动脉辦下 2cm 处右心室壁厚度超过 0.5cm 

C．三尖辦关闭不全 

D．心脏重量增加可达 850g 

 

肺肉血管病变主要累及肺内的细、小动脉，表现为毛细血管数量减少，无肌

型细动脉肌化，肌型小动脉中膜增厚。 

中型动脉纤维素样坏死是结节性多动脉炎的特征性病变。 

 

第五节 间质性肺疾病 

【2014-51】弥漫性肺泡损伤的早期病理改变是 

A．肺纤维化     

B．脱屑性肺泡炎 

C．肺大片出血     

D．肺充血和透明膜形成 

 

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rolar damage DAD） 

最常见于 ARDS 

临床上主要表现有机型呼吸困难和 X 线示弥漫性肺浸润病变 

弥漫性肺泡损伤病理改变分为急性期（或称渗出期）和增生期（或称机化期）： 

急性期：早期的显微镜下改变是渗出性改变，主要表现为肺间质和肺泡内水

肿伴有不等量的红细胞渗出和纤维素沉积。透明膜发生在疾病开始的 1 天至数天  

增生期：特点是肺泡间隔内有成纤维细胞浸润，Ⅱ型肺泡细胞增生明显，但

间质和肺泡腔水肿和透明膜数量减少，病变最终可导致肺间质纤维化和支气管周

围纤维化 

 

第六节 呼吸系统常见肿瘤 

【2015-51】在下列肿瘤类型中，细支气管肺泡癌属于 

A．小细胞癌     

B．鳞状细胞癌     

C．腺癌     

D．大细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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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8】呼吸系统肿瘤中，由神经内分泌细胞发生的包括 

A．支气管类癌 

B．腺癌 

C．鳞癌 

D．小细胞癌 

 

第八章 消化系统疾病 

第一节 慢性胃炎 

【2015-167】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变包括 

A．胃黏膜慢性炎细胞浸润 

B．肠上皮化生 

C．鳞状上皮化生 

D．幽门螺杆菌阳性 

 

【2014-133、134】 

A．胃小凹上皮增生     

B．胃黏膜浅层糜烂出血 

C．胃黏膜内出现胰腺组织     

D．胃黏膜腺体变小、减少 

【2014-133】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主要病变是 

【2014-134】迷离瘤的病变是 

 

胃炎病理变化： 

1．慢性浅表性胃炎又称慢性单纯性胃炎，是胃黏膜最常见的病变之一，国

内胃镜检出率高，以胃窦部为常见。（除此之外其它均是胃癌的癌前病变）  

2．慢性萎缩性胃炎本病以胃黏膜萎缩变薄，黏膜腺体减少或消失为主要特

点，固有膜内多量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 

 

第二节 消化性溃疡 

【2013-166】胃溃疡的镜下病理特征有 

A．纤维蛋白和中性粒细胞渗出     

B．肉芽肿形成 

C．纤维瘢痕形成     

D．闭塞性动脉内膜炎 

 

病理变化——胃溃疡病变与十二指肠溃疡病变大致相同 

肉眼观：胃溃疡多位于胃小弯侧，愈近幽门部。 

镜下：溃疡底部由内向外分四层：最表层由少量炎性渗出物（白细胞、纤维

素等）覆盖；其下为一层坏死组织：再下则见较新鲜的肉芽组织层：最下层由肉

芽组织移行为陈旧瘢痕组织。 



帮学堂课堂配套电子讲义 

27 
 

 

第三节 病毒性肝炎 

【2015-42】不会引起慢性肝炎的肝炎病毒是 

A．HAV   

B．HBV 

C．HCV   

D．HDV 

 

【2013-167】丙型肝炎除了一般病毒性肝炎的病理特点外，其相对特异的镜下特

点还有 

A．碎屑样坏死     

B．凋亡小体 

C．汇管区淋巴滤泡形成     

D．肝细胞脂肪变性明显 

 

丙型肝炎的病理特点 

共同特点——碎屑样坏死和凋亡小体是丙型肝炎与一般病毒性肝炎共同的

病理特点。 

特有表现——丙型肝炎肝细胞脂肪变性较其他类型病毒性肝炎更加明显；汇

管区淋巴细胞聚集，可形成淋巴滤泡；胆管上皮细胞变性，周围有大量淋巴细胞

浸润。 

慢性化标志——严重的汇管区炎症及胆管损伤是丙型肝炎慢性化的重要标

志。 

 

【2011-55】下列肝细胞坏死的病变中，可以完全经过再生修复的是 

A．大块坏死                               

B．桥接坏死  

C．灶状坏死                               

D．碎片坏死 

 

第四节 肝硬化 

【2014-55】下列肝细胞病变中，与肝硬化形成最相关的是 

A．大块坏死     

B．桥接坏死 

C．灶状坏死     

D．碎片样坏死 

 

八版教材新增 

 轻型（普通型） 重型 

急性 慢性 急性 亚急性 

轻度 中度 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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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胞

坏

死 

水肿为主，

点状坏死，

嗜酸性坏

死 

点状坏死，

偶见轻度

碎片状坏

死 

中度碎片

状坏死，特

征性桥接

坏死 

重度碎片

状坏死，大

范围桥接

坏死 

弥 漫 性

大 片 坏

死；无再

生 

大片坏

死；可

再生 

 

第五节 消化系统常见肿瘤 

【2015-133、134】 

A．溃疡型   

B．胶样型   

C．浸润型   

D．隆起型 

【2015-133】组织学上表现为黏液癌的大肠癌类型是 

【2015-134】较易引起肠梗阻的大肠癌类型是 

 

【2015-165】胃癌的肉眼类型有 

A．蕈伞型 

B．溃疡型 

C．浸润型 

D．胶样型 

 

【2014-165】中晚期食管癌的肉眼类型有 

A．隆起型     

B．溃疡型 

C．髓质型     

D．胶样型 

 

食管癌（carcinoma of esophagus） 

定义——食管黏膜上皮或腺体发生的恶性肿瘤。 

流行病学特点——男性发病率较高，发病年龄多在 40 岁以上。 

临床表现——不同程度的吞咽困难。   

病理变化——食管癌好发于三个生理性狭窄部，以中段最多见。 

1．早期癌 病变局限，多为原位癌（位于粘膜及粘膜下内癌），

未侵犯肌层，无淋巴结转移。镜下绝大部分为鳞状细胞癌。  

2．中晚期癌 此期患者多出现吞咽困难等典型的临床症状。根

据肉眼形态特点：髓质型（最多见）、溃疡型、蕈伞型、缩窄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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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2】双侧卵巢发生肿瘤转移形成克氏瘤时，其原发肿瘤主要为 

A．胃印戒细胞瘤        

B．肠型胃腺癌       

C．肠腺癌         

D．肠印戒细胞瘤 

 

种植性转移：胃癌特别是胃印戒细胞癌浸润至胃浆膜表面时可脱落至腹腔。

种植于腹腔及盆腔器官的浆膜上。女性常在双侧卵巢形成转移性黏液癌，称库肯

勃氏瘤（krun-berg） 

 

分泌大量黏液的腺癌称为黏液癌。常见于胃和大肠。 

镜下  粘液腺癌：癌细胞似漂浮在黏液中。 

印戒细胞癌：黏液聚集在癌细胞内，将核挤向一侧，使癌细胞呈印戒状。 

 

【2012-53】肝细胞性肝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为  

A．肝                              

B．肺       

C．骨                              

D．肝门区淋巴结 

 

原发性肝癌镜下有以下三种组织类型：    

（1）肝细胞癌：发生于肝细胞，最多见。   

（2）胆管细胞癌：发生于肝内胆管上皮的恶性肿瘤。 

（3）混合细胞型肝癌：癌组织中具有肝细胞癌及胆管细胞癌两种成分，最

少见。   

扩散癌组织首先在肝内直接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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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67】在大肠癌发生中，常见失活的抑癌基因有 

A．P53       

B．APC 

C．DCC       

D．PDGF  

大肠癌发生中常考的癌基因：K-ras、c-myc   

抑癌基因：P53、P16、APC、DCC、MCC 

 

【2011-165】大肠癌的肉眼类型有 

A．隆起型          

B．溃疡型        

C．浸润型          

D．胶样型 

 

第九章 淋巴造血系统疾病 

第一节 恶性淋巴瘤 

【2015-53】下列选项中，符合 NK/T 细胞淋巴瘤免疫表型的是 

A．CD20    

B．CD65    

C．CD19     

D．CD56 

 

【2014-53】下列选项中，符合 Burkitt 淋巴瘤的叙述是 

A．老年患者多见     

B．T 细胞淋巴瘤 

C．国内多见     

D．与 EB 病毒感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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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2】在临床上，约有 40％的滤泡型淋巴瘤会转化为弥漫大 B 细胞型淋巴

瘤，其最常见的分子机制是 

A．p53 基因突变     

B．ras 基因突变 

C．bcr-abl 融合基因形成     

D．myc 基因扩增 

解析：在临床上，约有 40％的滤泡型淋巴瘤会转化为弥漫大 B 细胞型淋巴瘤，

一般认为与 p53 基因突变有关。 

 

【2012-168】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细胞特点有  

A．爆米花样细胞  

B．双核 RS 细胞  

C．CD20 阳性  

D．CD30 阳性 

 

霍奇金淋巴瘤病变特点 

 
 

霍奇金淋巴瘤的诊断性肿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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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3】下列选项中，符合前 B 细胞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淋巴瘤的叙述是  

A．老年患者多见  

B．95%TdT 阳性 

C．白细胞计数超过 100*109/L 

D．Bcl-2 蛋白过度表达 

 

前 B 细胞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淋巴瘤的特点：多见于儿童 

白细胞高低不一 

特征性标志——TdT 阳性 

Bcl-2 蛋白不表达 

 

淋巴瘤的免疫表型标志（重点） 

细胞 免疫表型标志 

B 细胞及其肿瘤 CD10、CD20、CD19 和表面 Ig 

T 细胞及其肿瘤 CD2、CD3、CD4、CD7 和 CD8 

幼稚的 B 和 T 细胞 表达 TdT（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区别于幼稚的髓样细胞

（髓母细胞）和成熟的淋巴细胞肿瘤； 

NK 细胞 CD16 和 CD56 

髓样细胞 CD13、CD14、CD15 和 CD64：可用来区别髓样肿瘤还是淋巴

样肿瘤； 

 

第十章 免疫性疾病 

第一节 系统性红斑狼疮 

【2014-49】对红斑狼疮性肾炎最具有诊断意义的病变是 

A．系膜增生     

B．基底膜增厚 

C．苏木素小体     

D．免疫复合物沉积 

 

系统性红斑狼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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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是一种常见的全身性自身免疫病，由抗核抗体为主的多种自身抗体引

起。多见于年轻女性。临床表现主要有发热及皮肤、肾、关节、心、肝、浆膜等

损害，病程迁延反复，预后不良。 

病因与发病机制：狼疮小体（苏木素小体）为诊断 SLE 的特征性依据。  

病理变化：SLE 急性坏死性小动脉、细动脉炎是本病的基本病变。 

活动期病变：维素样坏死为主。慢性期: 血管壁纤维化明显，管腔狭窄，血

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伴水肿及基质增加。 

1．皮肤：以面部蝶形红斑最为典型。免疫荧光证实真皮与表皮交界处有 IgM, 

IgG 及 C3 的沉积， 形成荧光带即“狼疮带”，对本病有诊断意义。 

2．肾：弥漫增生型狼疮性肾炎中内皮下大量免疫复合物的沉积，是 SLE 急

性期的特征性病变。苏木素小体的出现有明确的诊断意义。肾衰竭是 SLE 患者的

主要死亡原因。 

3．心：心瓣膜非细菌性疣赘性心内膜炎最为典型。 

4．关节：出现灶性纤维素样坏死。 

5．脾：小动脉周围纤维化，形成洋葱皮样结构。 

 

【2011-49】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狼疮带是指带状免疫荧光出现于 

A．关节滑膜内               

B．血管壁 

C．肾小球基膜                

D．真皮与表皮交界处 

 

【2013-51】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超敏反应类型是 

A．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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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Ⅱ型     

C．Ⅲ型    

D．Ⅳ型 

 

第二节 免疫性疾病——类风湿关节炎 

【2015-49】类风湿关节炎滑膜内浸润的特征性细胞是 

A．中性粒细胞   

B．巨噬细胞  

C．浆细胞和淋巴细胞   

D．嗜酸性粒细胞 

 

第三节 免疫性疾病——移植排斥反应 

【2014-54】符合超急性排斥反应的病理变化是 

A．急性小动脉炎     

B．大量淋巴细胞浸润 

C．血管内膜增厚     

D．血管周围洋葱皮样改变 

 

超急性排斥反应：（属于 III 型变态反应） 

受体内预先存在抗供者组织抗原的抗体 

急性排斥反应：（迟发型超敏反应） 1.急性血管性排斥反应--属于 II 型超敏反应 

2.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属于 IV 型超敏反应 

     T 细胞（CD4+ThI）的反应起主要作用,巨噬细胞 NK 细胞亦起作用.术后

数天-数周出现.80-90%发生于移植后一个月内. 

慢性排斥反应：  

发生移植术后数月—数年,机制不清,损伤的主要形式是血管慢性排斥.突出病

变是血管内膜纤维化 

 

【2012-51】在肾移植排异反应中，最典型的Ⅱ型超敏反应是  

A．超急性排异反应               

B．急性细胞型排异反应 

C．急性血管型排异反应           

D．慢性排异反应 

 

【2011-54】超急性排斥反应的主要病因是 

A．受者存在抗移植物循环抗体 

B．受者与供者 HLA 配型不理想 

C．受者存在严重的免疫缺陷 

D．受者存在抗移植物 T 淋巴细胞 

 

第十一章  泌尿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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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肾小球肾炎 

【2015-164】急进性肾小球肾炎电镜检查的病变特点有 

A．Ⅱ型可见电子致密物沉积 

B．肾小球系膜细胞增生 

C．可见基底膜的缺损和断裂 

D．脏层上皮细胞足突消失 

 

【2014-168】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类型有 

A．抗肾小球基膜抗体型     

B．免疫复合物型 

C．免疫反应缺乏型     

D．致密沉积物型 

 

快速进行性肾小球肾炎 

基底膜损伤    →渗出（其中纤维素）  

→球囊壁层上皮细胞增生，呈环状（*新月体或环状体） 

→肾小球纤维化，玻璃样变 

分型  Ⅰ型快速进行性肾小球肾炎——抗肾小球基底膜性疾病 

肺出血肾炎综合征 

Ⅱ型快速进行性肾小球肾炎——免疫复合物性疾病 

Ⅲ型快速进行性肾小球肾炎——免疫反应不明显型 

 

【2012-137、138】 

A．急性弥漫增生性肾炎  

B．肺出血肾炎综合症  

C．微小病变性  

D．Heymann 肾炎  

【2012-137】属于循环免疫复合物型肾炎的是  

【2012-138】属于抗肾小球基底膜型肾炎的是 

 

第二节 肾病综合征 

【2011-164】急性弥漫性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的病理特点有 

A．肾小球内皮细胞增生  

B．肾小球系膜细胞增生  

C．病变严重者有肾小球毛细血管纤维素样坏死  

D．电镜下脏层上皮足突消失 

 

【2011-168】引起肾病综合症的肾炎类型有  

A．膜性肾小球肾炎                         

B．弥漫性毛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C．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                     

D．轻微病变型肾小球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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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IgA 肾病和慢性肾小球肾炎 

【2013-53】在下列选项中，符合ⅠgA 肾病镜下特征的病变是 

A．肾小球内皮细胞增生     

B．肾小球系膜区细胞增生 

C．肾小球毛细血管袢纤维素样坏死     

D．肾小球内中性粒细胞浸润 

 

ⅠgA 肾病--组织学改变差异很大 

镜下特征性的病变为肾小球系膜区细胞增生，也可表现为局灶性阶段性增生

或硬化，少数有新月体形成；无内皮细胞增生。 

免疫荧光的特征是系膜区有ⅠgA 沉积，常伴有 C3 和备解素，也可出现少量

ⅠgG 和ⅠgM。 

 

第十二章  生殖系统和乳腺疾病 

第一节 子宫体疾病 

【2015-54】与子宫内膜癌关系不密切的子宫内膜变化是 

A．单纯性增生    

B．非典型增生 

C．增殖期子宫内膜     

D．复杂性增生 

 

【2012-54】子宫平滑肌瘤与子宫平滑肌肉瘤镜下的主要鉴别点是  

A．细胞核异型程度                     

B．肿瘤大小 

C．细胞核分裂相数量                   

D．边界是否清楚 

 

八版教材新增 

子宫平滑肌肿瘤 

定义：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肿瘤，雌激素可促进其生长。 

病理变化（肉眼观）：多数肿瘤发生于子宫肌层。 

平滑肌瘤极少恶变，多数子宫平滑肌肉瘤从开始即为恶性。肿瘤组织出现坏

死，细胞异型，核分裂象增多（区分良恶性主要依据），为平滑肌肉瘤。 

 

第二节 卵巢肿瘤 

【2015-47】双侧卵巢肿大，活检发现癌细胞，首先考虑癌细胞来源于 

A．卵巢   

B．肠  

C．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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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子宫 

 

【2014-164】良性畸胎瘤内可以出现的组织有 

A．皮肤及其附属器     

B．脑组织 

C．软骨组织     

D．甲状腺组织 

 

卵巢生殖细胞肿瘤 

畸胎瘤 

1．成熟畸胎瘤又称成熟囊性畸胎瘤，是最常见的生殖细胞肿瘤。 

肉眼观，肿瘤呈囊性，充满皮脂样物，还可见牙齿。 

镜下，肿瘤由三个胚层的各种成熟组织构成。常见皮肤、毛囊、汗腺和脑组

织等。以表皮和附件组成的单胚层畸胎瘤称为皮样囊肿；以甲状腺组织为主的单

胚层畸胎瘤则称为卵巢甲状腺肿。 

2．未成熟性畸胎瘤 镜下，在与成熟畸胎瘤相似的组织结构背景上，可见未

成熟神经组织组成的原始神经管和菊形团。 

 

第三节 乳腺疾病 

【2015-56】下列乳腺癌的病理学类型中，恶性度较低的是 

A．浸润型导管癌    

B．髓样癌       

C．小管癌       

D．浸润性小叶癌 

 

【2014-47】女性，58 岁。左乳腺外上象限肿物，直径约 2cm。组织学检查，肿

瘤细胞小，在纤维组织中排列成单排细胞，浸润周围脂肪组织。应诊断为 

A．小叶原位癌     

B．浸润性小叶癌 

C．导管内癌     

D．浸润性导管癌 

 

1．非浸润性癌 

分类：导管内原位癌和小叶原位癌，两者均来自终末导管一小叶单元上皮细

胞。  

（1）导管内原位癌：根据组织学改变分为粉刺癌和非粉刺型导管内原位癌： 

1）粉刺癌：以上位于乳腺中央部位，切面可见扩张的导管内含灰黄色

软膏样坏死物质，挤压时可由导管内溢出，状如皮肤粉刺，故称为粉刺癌。   

2）非粉刺型导管内癌：细胞呈不同程度异型，但不如粉刺癌明显，细

胞体积较小，形态比较规则，一般无坏死或仅有轻微坏死。   

（2）小叶原位癌 

2．浸润性癌  

（1）浸润性导管癌：由导管内癌发展而来，癌细胞突破导管基膜向间质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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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是最常见的乳腺癌类型，约占乳腺癌 70％左右。   

（2）浸润性小叶癌：单行串珠状或细条索状浸润纤维间质或围绕在导管周

围。 

（3）特殊类型癌：主要有髓样癌、小管癌、佩吉特病。 

佩吉特病（Paget disease）伴有或不伴有间质浸润的导管内癌的癌细胞沿乳

腺导管向上扩散，累及乳头和乳晕，在表皮内可见大而异型，又称湿疹样癌。 

 

【2014-56】下列乳腺癌的病理学类型中，属于原位癌的是 

A．粉刺癌     

B．黏液癌 

C．髓样癌     

D．小管癌 

 

【2011-56】下列乳腺癌的病理学类型中，属于原位癌的是 

A．导管内癌         

B．粘液癌  

C．髓样癌           

D．小管癌 

 

【2013-168】下列属于乳腺髓样癌形态学特点的有 

A．边界清楚     

B．癌细胞体积大 

C．有较多的淋巴细胞浸润    

D．HER2/neu 过表达 

 

乳腺髓样癌形态学特点 

肉眼观：肿瘤边界清楚，质韧，切面灰白色。 

镜下观：癌细胞体积大，间质少，间质内见大量淋巴细胞浸润。 

HER2/neu 过表达不是乳腺髓样癌的特点，C-erbB-2 的表达程度也不高。 

 

第十三章  内分泌系统疾病 

第一节 甲状腺疾病 

【2013-56】一例甲状腺肿瘤，呈浸润性生长。镜下见癌细胞呈滤泡状排列，细

胞核呈毛玻璃状，核重叠，核沟明显。应诊断为 

A．乳头状癌     

B．滤泡状癌     

C．髓样癌     

D．未分化癌 

 

甲状腺癌  

组织学类型： 

1.乳头状癌是甲状腺癌中最常见的类型，青少年女性多见，肿瘤生长慢，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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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程度较低，预后最好，10 年存活率达 80％以上。 

肉眼观：肿瘤一般呈圆形，无包膜，质地较硬，切面灰白，肿瘤常伴有出血、

坏死、纤维化和钙化。 

镜下观：乳头分支多．乳头中心有纤维血管间质，间质内常见呈同心圆状的

钙化小体，即砂粒体，有助于诊断。乳头上皮细胞常呈毛玻璃状，无核仁。乳头

状癌有时以微小癌(癌直径小于 1cm)。甲状腺微小癌预后较好．远处转移也少见。 

 

2.滤泡癌一般比乳头状癌恶性程度高、预后差，仅次于甲状腺乳头状癌而居

第 2 位。多发于 40 岁以上女性，早期易血道转移。 

肉眼观：结节状，包膜不完整，境界较清楚，切面灰白、质软。 

镜下观：有时分化好的滤泡癌很难与腺瘤区别，注意是否有包膜和血管侵犯

加以鉴别。 

 

3.髓样癌又称 C 细胞癌是由滤泡旁细胞(即 C 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属于

APUD 瘤。部分为家族性常染色体显性遗传，90％的肿瘤分泌降钙素，产生严重

腹泻和低血钙症。 

肉眼观：单发或多发，可有假包膜，切面灰白或黄褐色．质实而软。 

光镜下：瘤细胞呈实体片巢状，间质内常有淀粉样物质沉着 (可能与降钙素

分泌有关)。 

电镜下：胞质内有大小较一致的神经内分泌颗粒。 

髓样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降钙素阳性；滤泡性癌、乳头状癌和未分化癌均

为阴性。 

 

4.未分化癌，恶性程度最高，预后最差。 

肉眼观：肿块较大，形状不规则。无包膜，广泛浸润。 

光镜下：癌细胞组织学上可分为小细胞型、梭形细胞型、巨细胞型和混合细

胞型。  

 

【2012-56】甲状腺癌中，一般只从血行转移的是  

A．滤泡状癌         

B．乳头状癌  

C．髓样癌           

D．未分化癌 

   

第十四章  传染病 

第一节 结核病 

【2015-55】原发性肺结核的好发部位是 

A．肺上叶下部、下叶上部    

B．肺锁骨下区    

C．肺下叶     

D．肺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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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35、136】 

A．局灶性肺结核   

B．浸润型肺结核   

C．慢性纤维空洞性肺结核   

D．干酪性肺炎 

【2015-135】非活动性肺结核是 

【2015-136】病情危重的肺结核是 

 

【2014-166】继发性肺结核的病理特点有 

A．病灶多从肺尖部开始     

B．常循血道播散 

C．常循淋巴道播散     

D．常循气道播散 

 

继发性肺结核病 

1．浸润型肺结核 是临床上最常见继发性肺结核。  

2．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该型病变有以下特点：肺内有一个或多个厚壁空

洞。镜下洞壁分三层：内层为干酪样坏死物；中层为结核性肉芽组织；外层为纤

维结缔组织。 

3．结核球 又称结核瘤。结核球是直径 2～5cm，有纤维包裹的孤立的境界

分明的干酪样坏死灶。多为单个，常位于肺上叶。 

4．结核性胸膜炎 结核性胸膜炎根据病变性质可分干性和湿性两种，以湿性

结核性胸膜炎为常见。 

 

【2013-54】肠结核溃疡的形态特征取决于 

A．肠黏膜的皱襞形态     

B．肠黏膜淋巴小结的形态 

C．肠黏膜淋巴管的走向     

D．肠黏膜血管的走向 

 

肠道疾病溃疡形态鉴别 

肠伤寒：溃疡椭圆形，长轴与肠纵轴平行，回肠末段常见 

肠阿米巴：特征性的烧瓶状溃疡。 

肠结核：溃疡环形，长径与肠纵轴垂直，回盲部。 

菌痢：假膜性炎，地图状溃疡，直肠、乙状结肠常见。 

克罗恩病：肠粘膜呈铺路卵石样或有纵行(匐行)溃疡，回肠末段与邻近右侧

结肠常见，常并发肠梗阻。 

 

【2011-166】原发性肺结核病理特点有 

A．病灶多位于肺尖部 

B．常循血道播散 

C．常循淋巴道播散  

D．常为浸润性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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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肺结核病 

原发性肺结核病的病理特征是原发综合征形成。肺的原发病灶、淋巴管炎和

肺门淋巴结结核称为原发综合征。 

1．急性全身粟粒性结核病 肉眼观，各器官内均匀密布，大小，境界清楚的

小结节（三均匀）。  

2．亚急性全身性粟粒性结核病（三不均匀）。 

 

第二节 伤寒 

【2012-55】伤寒溃疡的形态取决于 

A．肠粘膜皱襞形态  

B．肠粘膜淋巴小结的形态  

C．肠粘膜淋巴管的走向  

D．肠粘膜血管的走向 

 

第三节 梅毒 

【2015-166】属于梅毒的病变有 

A．硬性下疳 

B．梅毒疹 

C．脊髓痨 

D．黏液性水肿 

 

A．硬性下疳     

B．梅毒疹 

C．树胶样肿     

D．脊髓痨 

【2014-137】属于Ⅰ期梅毒的病变是 

【2014-138】属于Ⅱ期梅毒的病变是 

 

梅毒 

定义：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传染病。  

病因：梅毒螺旋体是梅毒的病原体。 

传播途径：梅毒病人为唯一的传染源。 

分类：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 

基本病变：1．闭塞性动脉内膜炎和小血管周围炎 闭塞性动脉内膜炎指小动 

脉内皮细胞及纤维细胞增生。浆细胞恒定出现是本病的病变特点 

之一。 

2．树胶样肿 树胶样肿又称梅毒瘤。 

 

后天性梅毒 

后天性梅毒分一、二、三期。一、二期梅毒称早期梅毒，有传染性。三期梅

毒又称晚期梅毒，因常累及内脏。故又称内脏梅毒。 

1．第一期梅毒 梅毒螺旋体侵入人体。病变多见于阴茎冠状沟、阴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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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性的硬性下疳。病变部位镜下见闭塞性小动脉内膜炎和动脉周围炎。 

2．第二期梅毒 黏膜广泛的梅毒疹。  

3．第三期梅毒，病变累及内脏，特别是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系统。特征性的

树胶样肿形成。  

病变侵犯升主动脉，可引起梅毒性主动脉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瘤

等。梅毒性主动脉瘤破裂常是患者猝死的主要原因。 

 

第十五章  寄生虫病 

第一节 阿米巴病 

【2011-133、134】 
A 溃疡长轴与肠道长轴平行                 

B 溃疡长轴与肠道长轴垂直 

C 弥漫性小溃疡上有假膜形成               

D 溃疡呈三角烧瓶状 

【2011-133】肠结核的病变特点是 

【2011-134】肠阿米巴病的病变特点是 

 

肠道疾病溃疡形态鉴别 

肠伤寒：溃疡椭圆形，长轴与肠纵轴平行，回肠末段常见 

肠阿米巴：特征性的烧瓶状溃疡。 

肠结核：溃疡环形，长径与肠纵轴垂直，回盲部。 

菌痢：假膜性炎，地图状溃疡，直肠、乙状结肠常见。 

克罗恩病：肠粘膜呈铺路卵石样或有纵行(匐行)溃疡，回肠末段与邻近右侧

结肠常见，常并发肠梗阻。 

 

第二节 血吸虫病 

【2013-55】在血吸虫病中，给病人造成最大危害的因素是 

A．虫卵     

B．童虫     

C．成虫     

D．尾蚴 

 

血吸虫病 

定义：由血吸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一种寄生虫病。在我国只有日本血吸虫病

流行。 

病因及感染途径：日本血吸虫的生活史可分为虫卵、毛蚴、胞蚴、尾蚴、童

虫及成虫等阶段。 

基本病理变化及发病机制：血吸虫发育阶段中的尾蚴、童虫及成虫、虫卵等

均可对宿主造成损害．但以虫卵引起的病变最严重。 

1．尾蚴引起的损害 尾蚴侵入皮肤后，可引起皮肤的炎症反应，称为尾蚴性

皮炎。目前认为主要与Ⅰ及Ⅳ型变态反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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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童虫引起的损害 童虫在体内移行可引起血管炎和血管周围炎。以肺组织

受损最为明显。  

3．虫卵引起的损害 虫卵沉着所引起的损害是最主要的病变。  

1）急性虫卵结节： 镜下见结节中央常有 1～2 个成熟虫卵，虫卵表面有时

可见附有放射状嗜酸性的棒状体。其周围是一片无结构的颗粒状坏死物质及大量

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状似脓肿，故也称为嗜酸性脓肿。其问可见菱形或多面形屈

光性蛋白质晶体，即 C—L 结晶。  

2）慢性虫卵结节：病灶内巨噬细胞变为类上皮细胞和少量异物巨细胞，病

灶周围有淋巴细胞浸润和肉芽组织增生，形态上似结核样肉芽肿，故称为假结核

结节，即慢性虫卵结节。最后，结节纤维化、玻璃样变，中央的卵壳碎片及钙化

的死卵可长期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