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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胚胎学

总课时：34—38
理论讲授：22-24

实 践：12-14

理论：理解、想象、分析、讨论

实验：复习、记忆、综合、应用



解剖学
组织胚胎学
生理学
生物化学

生物学

病理学
药理学
免病学
妇产科学
内科学
外科学

前导课程 同步课程 后续课程

课程定位- 专业基础、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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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胚教学目标

掌握正常人体微
细结构及其与功
能关系，
了解人体胚胎早
期发生的过程, 
先天性畸形产生
的原因和防治原
则

掌握组胚学
与病理学、
妇产科学等
相关课程的
联系

培养观察能力、自
学能力、独立思考
能力、创新能力、
以及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为学习后
续课程并成为合格
的临床医生打下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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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科临床专业学生培养目标

总目标

专业目标

态度目标

培养高素质和综合能力强的医学生

培养观察能力、自学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
力; 加强临床综合思维培养, 注重医学知识掌握
和临床技能的训练

具备人文关怀，严谨、细致、高度的责任心、
良好的医生职业道德；
善于沟通，具备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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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组胚定义及研究内容

二、研究方法

三、学习目标

四、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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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一、掌握组织学、胚胎学的定义。

二、熟悉组织学、胚胎学的研究内容。

三、了解组织胚胎学在医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四、了解组织胚胎学的研究方法。

五、了解组织胚胎学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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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及研究内容

㈠组织学的定义及研究内容
⒈组织学（Histology）的定义

研究正常人体的微细结构及其相关功能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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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及研究内容

㈠组织学的定义及研究内容

2.组织学的研究内容

细胞 组织

上皮组织

结缔组织

肌(肉)组织

神经组织

器官 人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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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及研究内容

㈡ 胚胎学的定义及研究内容

1. 胚胎学（Embryology）的定义：研究人体

发生发育及其机制的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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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及研究内容

㈡ 胚胎学的定义及研究内容

2. 胚胎学（Embryology）的研究内容

受精卵 胚
（2-8周）

胎
（9-38周）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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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 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

组胚学：精巧性、严密性、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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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乳头状廇皮肤（表皮为鳞状上皮） 鳞状细胞癌



组织胚胎学

㈠光学显微镜(Light Microscop)术

经典组织胚胎学

二、研究方法及发展

常用： 石蜡切片

HE染色

最大放大倍数：1500
最 高 分 辨 率：0.2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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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e

Hooke发明
的放大镜

放大镜下观察软木
塞的“细胞”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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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蜡切片术

㈠光学显微镜术

⑴ 取材、固定

⑵ 脱水

包埋

切片

染色、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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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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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手动切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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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包埋机

全自动脱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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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切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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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染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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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目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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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目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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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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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精(Hematoxylin):   嗜碱性，紫蓝色
（苏木素） （细胞核、核糖体等）

2. H-E 染色 (苏木精-伊红 染色)

细胞膜

细胞质

细胞核

伊 红(Eosin): 嗜酸性，红 色

(细胞质、细胞外基质等)

㈠光学显微镜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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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肌（HE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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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切片技术: 火棉胶包埋, 冰冻切片,涂片,铺片,

磨片

• 其他染色法: 硝酸银→神经细胞(黑)



组织胚胎学

3. 其他切片技术: 火棉胶包埋, 冰冻切片,涂片,铺片,磨片

血涂片 疏松结缔组织铺片 骨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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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染色法: 硝酸银
等

硝酸银染色示神经元内的神经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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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射电镜（TEM）

㈡电子显微镜（Electron Microscop）技术

最大放大倍数：数万
最 高 分 辨 率：0.2nm

观察细胞内部、细胞外基质
的超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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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电镜(TEM )观察淋巴细胞的超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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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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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超微结构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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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扫描电镜（SEM）

㈡电子显微镜（Electron Microscop）技术

观察细胞、组织、器官表面
的超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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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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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SEM显示巨噬细胞表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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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SEM显示红细胞表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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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SEM显示血细胞表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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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学术: 为应用化学、物理、生物化学、免
疫学或分子生物学原理和技术, 与组织学技术相
结合而产生的技术, 能在组织切片定性、定位、
定量地显示某种物质的存在与否以及分布状态。

细胞化学术:前述技术用于游离细胞样品则称
为～(cytochemistry)。

(三)组织化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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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一般组织化学术
基本原理是在切片上添加某种试剂, 和组织
中待测反应物发生反应, 其终产物或为有色
沉淀, 以用光镜观察, 或为重金属沉淀用电
镜观察。

(1) 糖类:PAS反应, pariodic acid Schiff reaction
(2) 脂类: 油红、尼罗蓝及苏丹类染料
(3) 核酸: 福而根反应→DNA; 甲基绿-

派若宁反应→DNA绿色,RNA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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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染色
PAS反应-示多糖及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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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红O染色-示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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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免疫组织化学术immunohistochemistry

根据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检测组织

中肽和蛋白质的技术。

3. 原位杂交技术即核酸分子杂交组织化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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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放射自显影技术

(五) 图象分析术

(六) 细胞培养术

(七) 组织工程技术

当代组织学
组织工程学简介.ppt

组织工程学简介.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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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学常用长度单位

LM：微米（µm） 1µm =1/1000mm 

EM : 纳米（nm） 1nm =1/100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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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学的学习方法

1.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2.立体形态与平面形态的关系

3.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4.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5.文字描述与图形的关系

6.发生发展和进化的观点

7.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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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小 结
1.组织学、胚胎学的定义及在医学中的地位

2.组织学的研究方法: LM、 HE染色；

EM；组织化学（免疫组化等）；

组织工程学

3.组织学常用长度单位

LM ：1µm =1/1000mm

EM ：1nm =1/1000µm 

4.组织学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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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