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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發育與生長異常 (Cellular Adaptation∕

Disturbance of Growth) 

 動物的發育、成長及細胞的增殖與分

化，完全受荷爾蒙所調控。在正常的生理下，

有些器官，如乳房隨發育或懷孕而增大，但

有些器官則保持一定的大小。成長的動物的

細胞，有些細胞經常地分裂再生，如上皮細

胞及骨髓內的造血細胞；有些則完全不會再

生，如心肌及神經細胞；另一類細胞，則受

到刺激才會再生，如肝細胞和結締組織。所

以，每一器官因其細胞的不同，其適應性也

不同。在此章所述及的為不正常的發育，包

括太過分、不足夠及不協調的發育 (ab-

normal patterns of growth)。腫瘤 (ne-

oplasm) 雖屬於一種不正常的發育，但於另

一章探討。 

一、没發生/没形成 

 没發生 (agenesia) ，指某種組織或器

官没有形成，亦即動物體缺乏某器官或組

織。於動物，常見到的没發生如缺腦、缺一

眼或二眼、缺乏一個腎臟或缺睪丸、卵巢。

於馬，常見無神經節症 (aganglionosis)，

其腸壁缺乏神經節（圖 9-1）。 

 

 

圖 9-1. 初生白色小馬的無神經節症 (agangliono-

sis)，結腸兩肌層間的神經節缺失。 

二、没發育  

 

圖 9-2. 仔牛因牛病毒性下痢 (bovine viral di-

arrhea；BVD) 病毒引起的小腦發育不全。 

 

 

圖 9-3. 貓小病毒引起小腦的發育不全。上層是正常

的仔貓小腦，下層三隻仔貓小腦發育不全。 

 

 没發育 (aplasia) ，指某器官停留於初

級的發育程度，因之該器官只見有遺跡而

已。動物常見於小腸及子宮有節段性的没發

育 (segmental aplasia)。没發育有時用來

指某器官失去再生的作用，如骨髓失去製造

血球的功能，稱没發育的骨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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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育不全 

 發育不全 (hypoplasia) ，指器官没發

育 

 

圖 9-4. 貓小腦發育不全的切片，小腦的各皺摺薄層 

(folia) 發育不全，尤其是顆粒層 (granular layer) 

的缺陷最甚。 

 

 

圖 9-5. 狗睪丸的發育不全。生精小管內只見賽托利

細胞 (Sertoli cell) 而無生精細胞。 

 

（成長）到正常的大小 （圖 9-2 – 圖 9-6）。

這與萎縮 (atrophy) 有別。萎縮是指器官已

發育到正常的大小後再縮小而言。發育不全

的原因不甚清楚。但數種動物的小腦發育不 

 

圖 9-6. 狗骨髓的發育不全，不見有造血現象。 

 

全，係因病毒經子宮感染胎兒而造成，例如

貓小病毒 (parvovirus) 及牛病毒性下痢病

毒  (bovine virus diarrhea virus ；

BVDV) ，母貓或母牛於懷孕期間，感染到這

些病毒時，出生的仔貓及仔牛，小腦發生很

嚴重的發育不全。在動物中，除了小腦外，

睪丸及腎臟也常見有發育不全。 

四、萎縮 (Atrophy) 

 當器官變小時稱萎縮 (圖 9-7 – 圖

9-13)，萎縮可因細胞的體積變小或細胞的數

目減少。引發萎縮的原因分述如下： 

 廢用萎縮 (disuse atrophy) ：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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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 

用時，尤其是長時間不用，其細胞的體積變

小。如骨折上石膏，則其肌細胞廢用（没活

動），因而導致萎縮。太空人住於没地心引力

的太空艙中，也會引起肌肉的萎縮。英文有 

 

圖 9-7. 狗肌肉的神經性萎縮。 

 

 

圖 9-8. 狗胸腺的萎縮，大多數的淋巴球已消失。 

 

圖 9-9. 大鼠萎縮睪丸之切片。生精小管變小，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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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功能且間質組織增加。此與發育不全有異。 

 

 

圖 9-10. 大鼠的睪丸，一大一小，大者正常，小者是

萎縮。 

 

 

圖 9-11. 狗胰臟的萎縮。整個胰臟變小。 

 

 

句成語“use it or lose it”，即所謂不用

則廢之意。 

 神經性萎縮 (neurologic atrophy) ：  

因周邊神經的傷害或中樞神經的傷害，則有

關的器官或組織發生萎縮（圖 9-7）。一般因

運動神經 (motor nerve) 引起的影響，比感

覺神經 (sensory nerve) 的影響為大。 

 內分泌性的萎縮  (endocrine atro-

phy) ：  某些器官，如乳房或性腺因缺滋

養的 (trophic) 荷爾蒙，則引起萎縮。但對

內分泌腺而言，因外來的荷爾蒙則會引起該

內分泌腺的萎縮，如人工供給外來的甲狀腺

素，則引起甲狀腺的萎縮。但成年動物的胸

腺萎縮，則是正常的生理現象 （圖 9-8）。 

 飢餓萎縮  (inanition atrophy) ：  

動物經長期的營養缺乏時，器官或組織發生

萎縮，尤其脂肪及肌肉最常見。於動物，常

見到的脂肪漿液性萎縮 (serous atrophy of 

fat) ，即是這類萎縮。於顯微鏡下，肌肉因

營養不良引起的萎縮與神經性萎縮，兩者所

見不同。 

 血管性的萎縮 (vascular atrophy) ：  

這是因某些組織或器官失去血液供應而引起

的萎縮。這種萎縮的發生原因，因長久性缺

血而引起。 

 老年化萎縮  (senile atrophy) ：  

這種老化萎縮，係匯集了以上好幾種原因而

引起的萎縮。 

 壓迫性萎縮 (pressure atrophy) ：  

因直接受到其他的壓迫而引起的萎縮，如馬

肝的右葉，常因大結腸的扭轉，壓迫肝的右

葉而使之萎縮。 

 其他如放射線、某些毒物、某些病毒 （圖

9-13）、腺體器官的管道阻塞或某些免疫疾

病，也都會引起組織或器官的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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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2. 狗胰臟萎縮之切片，腺體減少，間質組織

則增加。 

 

 器官的萎縮，原因可為細胞的數目減

少，如因凋亡 (apoptosis) 而發生。器官的

萎縮也可因每細胞的體積變小，即細胞萎

縮。細胞變小是因其胞器 (organelles) 減

少而引起，如粒腺體、肌微纖維 (myofil-

ament) 或內質網 (endoplasmic reticu-

lum； ER) 減少。萎縮細胞其自噬性的 

(autophagic) 空泡增加，這些自噬性空泡內

含自我消化過程中無法消化的殘留物，如脂

褐質 (lipofuscin)，當其積聚量多時，整個

器官會變成棕色，稱為棕色萎縮 (brown 

atrophy)。 

 細胞變小為細胞的適應 (adaptation) 

方式的一種，係為了能夠存活 (survive) 之

故。因變小時，該細胞尚可在有限的營養及

血液供應情況下可以繼續存活。但萎縮細胞

也會導致細胞死亡，而死亡的細胞，則被纖

維細胞或脂肪細胞取代，這是萎縮器官會變

小及變硬的原因之一。 

 

 

圖 9-13 . 豬傳染性胃腸炎 (transmissible gas-

troenteritis；TGE) 病毒引起小豬腸絨毛的萎縮。 

五、肥大 (Hypertrophy) 

 細胞、組織或器官的體積增大，都稱肥

大 （圖 9-14、15）。但器官的肥大，可因細

胞的增大，即肥大 (hypertrophy)，或者，

因細胞的數目増加，即增生 (hyperplasia)

而造成。但在很多情況之下，器官肥大是二

者同時發生。所以很多病理書把這二種病變

併在一起討論。在此書把此二病變分開來討

論。本書所稱肥大，指器官體積之增加是因

細胞增大而來。細胞肥大係由於細胞內的胞

器增加，而非病態的細胞腫大  (cell 

swelling) 。肥大可因生理上的需要（正常

肥大），或者病理性的肥大，依原因分類說明

如下。 

 生理性肥大 (physiologic hypertro-

phy) ：  如懷孕動物，其子宮平滑肌因生

理上的需要，因動情素的刺激而肥大。 

 適 應 性 肥 大  (adaptive hypertro-

phy) ：  常見於心肌及橫紋肌。心瓣膜不

全或高血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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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4 . 貓左心室壁的肥大。 

 

 

圖 9-15 . 馬食道終端肌肉層的肥大。 

人，因心肌過度工作而引起肥大  （圖

9-14）。運動員或賽跑動物其橫紋肌也因要適

應其工作量而肥大。 

 補償性肥大  (compensatory hyper-

trophy) ：  動物體內成對的器官，如甲

狀腺、睪丸、腎上腺、腎臟，如其中的一個

器官缺失或失去功能，則剩下的一個器官會

肥大，以補償其失去功能。 

 自發性肥大  (idiopathic hypertro-

phy) ：  可見於馬、豬之小腸（迴腸），

以及馬食道之平滑肌，其肥大的原因尚不清

楚。馬食道末端的平滑肌肥大相當常見（圖

9-15）。 

六、增生 (Hyperplasia) 

 增生，指組織或器官體積增加係由於其

構成的細胞數目增加（圖 9-16 – 圖 9-22）。 

 

 

圖 9-16 . 狗副甲狀腺的增生。此因腎衰竭而來。 

 

於成長的動物體，有些細胞如小腸上皮細

胞、肝細胞、纖維細胞及骨髓細胞，經常地

分裂增殖，因此這些器官常見有增生。反之，

某些細胞如神經細胞及肌肉細胞，則不可能

發生增生。 

 生 理 性 增 生  (physiologic hyper-

plasia) ：   



第九章  發育與生長異常     117 

 

 
圖 9-17. 甲狀腺腫 (goiter) ，此因碘之缺乏而引

起。 

 

 

圖 9-18. 貓乳房的切片，乳房之上皮細胞及間質的

纖維細胞同時增生 (fibroepithelial hyperplas-

ia) ，大都因避孕藥引起。 

 

圖 9-19. 馬小腸腺上皮細胞的增生，此因 Lawsonia 

intracellularis 的感染而引起。在動物中，此病以

豬最常見，也最重要。 

 

雌性動物之乳房，於青春期 (puberty)及懷

孕時，其上皮細胞增殖而致乳房增大，這是

由於荷爾蒙刺激而引起。另一種生理性的增

生，是肝細胞的補償性增生，如肝臟一部份

被切除時，則肝細胞增生，直到肝臟回到原

來的大小。嚴格來講，以整個肝臟而言，這

並不是增生，因肝細胞增生到原來的大小而

停止增生。但以肝細胞而言，這是一種增生，

亦是一種再生性的增生。以老鼠做實驗時，

12天就可再生到原來的大小。正常老鼠肝只

有 0.5 至 1.0 % 肝細胞會分裂 (mito-

sis) 。但老鼠肝經部份切除時，於第 12小

時，可見有 10% 肝細胞有 DNA 合成 (syn-

thesis)。此肝細胞之開始增生及停止增生，

受到轉化生長因子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α及β 所控制。此種補償性增生亦

可見於皮膚上皮之割傷，首先可見其基層 

(basal layer)細胞增生，直至把其上皮癒合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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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微生物亦可引起某種細胞的增生，

如痘病毒 (pox virus) 可引起複層扁平上

皮  

 
圖 9-20. 馬小腸腺上皮細胞的增生。切片下其上皮

增生，排列混亂及形成層化 (stratification) 。 

 

 

圖 9-21. 兔子肝之切片，膽小管因球蟲的寄生而引

起上皮細胞的增生。 

 

圖 9-22. 馬胎盤，因慢性炎症，引起胎盤尿囊膜上

皮細胞形成囊性增生 (cystic hyperplasia) 。 

 

細胞增生。有些病毒甚至引起腫瘤。某些細

菌可引起小腸上皮之增生，如 Lawsonia 

intracellularis 引起豬、馬及其他動物小

腸上皮細胞的增生（圖 9-19、20）。兔子球

蟲可引起膽小管上皮的增生（圖 9-21）。魚

類鰓瓣上皮細胞之增生，可因水缺氧、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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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惡化或微生物寄生引起。 

 於傷口癒合的過程中，其纖維母細胞及

小血管會增生。此增生是由血小板分泌一種

引起細胞分裂生長因子 (mitogenic growth 

factor) 而引起。 

 淋巴系統淋巴球的增生，則是一種免疫

的反應。淋巴腺的淋巴球的增生可能是最常

見的增生。結節狀增生 (nodular hyper-

plasia) 常見老狗之肝、胰臟、腎上腺及脾。 

 很多組織或細胞於長久性的刺激下會增

生。如馬的慢性胎盤炎，常可見尿膜囊上皮

的增生（圖 9-22）。 

七、化生 (Metaplasia) 

 化生，指成長的動物體內，某細胞群轉

變成另一種的細胞群。最常見者係因慢性的

刺激而成，如慢性炎症，可使某種上皮細胞

變成另一種上皮細胞，例如呼吸道的偽性複

層柱狀上皮細胞變成複層扁平細胞。狗的子

宮化膿症，其表面的柱狀上皮細胞會變成複

層扁平上皮細胞，此稱鱗狀上皮化生 

(squamous metaplasia)。馬的慢性胎盤炎也

常見這種化生。這一種變化是一種保護作

用。把一種較脆弱的組織變成一種抵抗力較

強的組織，以保護動物免於再受進一步的傷

害。 

維他命Ａ缺乏時，也引致柱狀上皮細胞化生

為複層扁平細胞，這包括很多管道或腺體，

都有化生的變化。另外，牛的氯化萘 

(chlorinated naphthalenes) （一種潤滑

劑）中毒，其病變與維他命 A缺乏一樣，很

多腺體及管道的上皮發生化生。公狗有賽托

利細胞瘤 (Sertoli cell tumor) 時，因此

種腫瘤細胞產生動情素，會引起攝護腺的上

皮細胞變成複層扁平細胞 （圖 9-23）。 

 除了上皮細胞會發生化生外，結締組織

也會發生化生，以纖維組織變成軟骨或硬

骨，最為常見。豬的腸繫膜及狗的硬腦膜，

常見骨的化生。心瓣膜也常發生黏液樣 

(mucoid) 的化生。在母狗的乳房腫瘤，常見 

 

 

圖 9-23. 狗攝護腺切片，腺體的上皮細胞化生為複

層扁平細胞。此因狗睪丸的賽托利細胞瘤 (Sertoli 

cell tumor) 產生過多的動情素之故。 

 

圖 9-24. 仔馬肺的缺陷瘤 (hamartoma) 。右肺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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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增大。左肺則被壓迫而變得很小。 

 

有軟骨及硬骨，這也是化生而來。 

 動物如有貧血時，在脾及肝常見有骨髓

性造血細胞，此稱骨髓化生  (myeloid 

metaplasia) ，這種化生是有益的化生。 

八、異生 (Dysplasia) 

 異生，一種不正常的增生，指細胞不但

增生，且其細胞及細胞核的形狀、大小及排

位亦與正常有異。大多數發生於上皮細胞，

尤其複層扁平上皮細胞，常有這種變化。很

多人認為，這是一種發生腫瘤的前兆 

(precursor) 。異生與增生有時很難區分清

楚。就如增生與腫瘤有時也很難區分。 

 異生可因慢性刺激、慢性炎症或營養的

不正常引起。異生可變成腫瘤，但不是所有

異生都形成腫瘤。 

九、缺陷瘤 (Hamartoma) 

 指某一器官的組織發生腫瘤性的增生，

但並不是腫瘤。而此種組織的增生，往往是

只有一種細胞增生特別地顯著。增生的組織

跟正常的組織一樣。在動物最常見到是肺臟

缺陷瘤，大都為支氣管缺陷瘤，但在小馬則

見有肺泡引起的缺陷瘤（圖 9-24）。缺陷瘤

與良性瘤很難區別，但缺陷瘤往往見於年幼

的動物。 

十、迷離瘤 (Choristoma) 

 指正常的細胞或組織生長於不該存在的

器官。如腎上腺組織出現於卵巢、肺或腎等

諸器官之內。又如，胰臟組織出現於腎或腸

的粘膜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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