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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原生物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全书共3篇25章，介绍了常见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的主要特性、致病性、常见实验室检查方法和防治原
则，并配有大量的彩图加以说明。
全书内容流畅，章节安排合理，针对目前职业考试大纲，增加了考点提示和章后目标检测习题。
同时，设计了链接、案例教学和案例提示等内容，构思新颖，图文并茂，适合职业教育的特点，是一
本便于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好教材。

《病原生物学》可供高职、高专护理、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使用。
本书由吕瑞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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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医学微生物学　　第1章微生物概述　　一、微生物的概念及种类　　微生物是存在于自然
界的一大群体形微小、结构简单、肉眼不能直接看见，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放大数百倍
、数千倍甚至数万倍才能观察到的微小生物。
　　微生物学的开山祖――列文？
虎克　　微生物在地球上存在了30多亿年，人类在数百万年前出现之后就一直和微生物发生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只是人类自己并不知道。
不知道许多疾病是微生物引起的，也不知道发面、酿酒、奶制品的发酵等都是那些看不见的小生命做
出的贡献。
1673年，有个名叫列文？
虎克的荷兰人用自己制造的显微镜观察到了被他称为“小动物”的微生物世界。
因为这个伟大的发现，他当上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微生物种类繁多，有数十万种以上。
根据其大孝结构、组成等差异，可分为三大类。
　　1.非细胞型微生物是最小的一类微生物，能通过滤菌器，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缺乏产生能量的
酶系统，只能在活细胞内增殖，如病毒（图1-1）。
　　2.原核细胞型微生物仅有原始核，无核膜和核仁，缺乏完善的细胞器，此类微生物最多，如细菌
、支原体、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和放线菌等（图1-2）。
　　微生物在自然界的分布极为广泛，江河、湖泊、海洋、土壤、空气等都有数量不等、种类不一的
微生物存在。
其中以土壤中的微生物最多，如1克肥沃土壤中可有几亿到几十亿个微生物。
在人类、动物和植物的体表，以及人类和动物与外界相通的呼吸道、消化道等腔道中，亦有大量的微
生物存在。
　　微生物具有个体微孝结构简单、繁殖迅速、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容易变异等特点。
　　二、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　　绝大多数微生物对人和动植物是有益的，有些是必需的。
只有少数微生物引起人类和动植物的病害。
　　（一）微生物参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自然界中，许多物质的循环要靠微生物的作用来完成。
如土壤中的微生物能将死亡动植物的尸体、残骸以及人畜排泄物中的有机氮化物转化为无机氮化合物
，以供植物生长的需要，而植物又为人类和动物所食用。
空气及环境中大量的游离氮，只有依靠固氮菌等作用后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
因此，没有微生物，物质就不能运转和循环，植物就不能进行代谢，人类和动物也将难以生存。
　　（二）微生物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工业方面，利用微生物发酵工程进行食品加
工、酿酒、制醋、工业制革、石油勘探及废物处理等。
如用化学水解方法生产1吨味精需30吨小麦，利用微生物发酵工艺只需3吨薯粉；在医药工业方面，许
多抗生素是微生物的代谢产物，还可利用微生物生产维生素和辅酶等药物；在环保工程中利用微生物
降解塑料、甲苯等有机物，处理污水、废气。
　　在农业方面，广泛应用微生物制造微生物饲料、微生物肥料、微生物农药、微生物食品、微生物
能源和微生物环保制剂等，开辟了以菌造肥、以菌催长、以菌防并以菌治病等农业增产新途径。
　　（三）微生物在基因工程技术中的作用更显辉煌　　在生命科学中，微生物被作为研究对象或模
式生物，有关基因、遗传密码、基因调控等都是在微生物中发现和得到证实的。
微生物不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多种工具酶和载体系统，更可人为地定向创建有益的工程菌新品种，能
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制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类必需品。
　　传染病的克星――青霉素的发现　　青霉素作为第一种抗生素，它的发现是人类医药史上最重大
的发现之一。
它是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偶然发现的。
1928年9月的一天，弗莱明在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研究一种病菌――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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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培养皿的盖子没有盖好，从窗口飘落的青霉孢子落到了培养细菌用的琼脂上，弗莱明惊讶地发现
，青霉孢子周围的葡萄球菌消失了。
他断定青霉孢子会产生某种对葡萄球菌有害的物质，由此发现了神奇的抗菌药物青霉素。
　　正常情况下，人体体表及与外界相通腔道中存在的不同种类和数量的微生物群对人体是无害的，
有些对人体有利，称正常菌群。
但其中有部分微生物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具有致病性，称为机会致病性微生物。
少数微生物能引起人和动、植物的病害，这些具有致病性的微生物称为病原微生物。
　　三、病原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　　病原生物学是医学微生物学与人体寄生虫学的总称。
它是研究与人类疾病有关的微生物与寄生虫的生物学特性、生命活动规律以及与机体相互作用关系的
科学。
　　医学微生物学主要研究与医学有关的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与免疫性、微生物学检查
方法及防治原则等，以控制和消灭感染性疾病和与之有关的免疫性疾病，达到保障和提高人类健康水
平的目的。
　　医学微生物学是基础医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可为学习临床各科的感染性疾病和传染病奠定基矗
　　1.不属于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的是A.细菌B.病毒C.支原体D.立克次体E.衣原体　　2.下列描述的微生
物特征中，不是所有微生物共同特征的是A.个体微小B.分布广泛C.种类繁多D.可无致病性E.只能在活
细胞内生长繁殖　　3.属于真核细胞型的微生物是A.螺旋体B.放线菌C.真菌D.细菌E.立克次体　　4.属
于非细胞型微生物的是A.病毒B.衣原体C.放线菌D.立克次体E.支原体　　（吕瑞芳）　　第2章细菌的
形态与结构　　第1节细菌的大小与形态一、细菌的大小　　细菌的个体微小，必须用显微镜放大1000
倍左右才能看见。
一万个球菌紧密排列，长度只有1cm左右，一滴水可容纳10亿个球菌。
细菌的大小通常以微米（μm）为测量单位（1μm＝1/1000mm）。
各种细菌的大小不一，同种细菌也可因菌龄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大小有所差异。
多数球菌的直径约为1μm，中等大小的杆菌长2~3μm，宽0.3~0.5μm。
　　二、细菌的形态　　细菌按其外形分为球菌、杆菌和螺形菌三大类（图2-1）。
　　体成双排列，如脑膜炎奈瑟菌。
　　2.链球菌在一个平面分裂，分裂后多个菌体粘连成链状排列，如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3.葡萄球菌在多个不规则平面上分裂，分裂后菌体无规则地粘连在一起似葡萄状排列，如金黄色
葡萄球菌。
　　（二）杆菌　　杆菌（bacillus）呈杆状或近似杆状。
不同种类的杆菌其大小、长短、粗细差别较大，有球杆菌、链杆菌、棒状杆菌和分枝杆菌等。
　　（三）螺形菌　　螺形菌菌体弯曲，有的菌体只有一个弯曲，呈弧形或逗点状称为弧菌，如霍乱
弧菌；有的菌体有数个弯曲称为螺菌，如鼠咬热螺菌；也有的菌体细长弯曲呈弧形或螺旋形，称为螺
杆菌，如幽门螺杆菌。
　　第2节细菌的结构　　细菌虽小，仍具有一定的细胞结构和功能。
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和核质等各种细菌都有，是细菌的基本结构；荚膜、鞭毛、菌毛、芽胞仅某
些细菌具有，为其特殊结构（图2-2）。
　　成较复杂，并随不同细菌而异。
用革兰染色法可将细菌分成两大类，即革兰阳性菌（G+菌）和革兰阴性菌-（G菌）。
两类细菌细胞壁的共有组分为肽聚糖，但各自有其特殊组分。
　　1.肽聚糖又称黏肽，是细菌细胞壁中的主要组分，革兰阳性菌与革兰阴性菌细胞壁中肽聚糖的含
量与结构有较大差异。
革兰阳性菌的肽聚糖约占细胞壁干重的50%~80%其结构由聚糖骨架、四肽侧链和五肽交联桥三部分组
成，（图2-3）。
聚糖骨架由N-乙酰葡萄糖胺（G）和N-乙酰胞壁酸（M）交替排列，以β-1，4糖苷键连接而成。
N-乙酰胞壁酸（M）连接四肽，四肽侧链的组成和联结方式随菌种而异。
如葡萄球菌（革兰阳性菌）细胞壁的四肽侧链的氨基酸依次为L-丙氨酸、D-谷氨酸、L-赖氨酸和D-丙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病原生物学>>

氨酸，第三位的L-赖氨酸通过由5个甘氨酸组成的交联桥连接到相邻聚糖骨架四肽侧链末端的D-丙氨
酸上，从而构成机械强度十分　　坚韧的三维立体结构。
革兰阴性菌的肽聚糖约占细胞壁干重的5%~15%在大肠埃希菌的四肽侧链中，第三位氨基酸是二氨基
庚，二酸（DAP），并由DAP与相邻四肽侧链末端的D-丙氨酸直接连接，没有五肽交联桥，因而只形
成单层平面网络的二维结构（图2-4）。
　　2.磷壁酸为革兰阳性菌特有成分。
根据其结合部位分为壁磷壁酸和膜磷壁酸，膜磷壁酸又称脂磷壁酸。
壁磷壁酸与肽聚糖上的胞壁酸共价连接，膜磷壁酸则与细胞膜连接（图2-5）。
磷壁酸是革兰阳性菌的重要表面抗原，部分细菌的膜磷壁酸具有黏附宿主细胞的功能，与细菌的致病
性有关。
　　此外，某些革兰阳性菌细胞壁表面尚有一些特殊的表面蛋白质，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的A蛋白，A群
链球菌的M蛋白等。
　　3.外膜为革兰阴性菌特有成分，位于肽聚糖外侧，由脂质双层、脂蛋白和脂多糖组成（图2-6）。
脂多糖又由脂质A、核心多糖和特异多糖三部分组成。
脂多糖是革兰阴性菌的内毒素，与细菌的致病性有关。
由于革兰阴性菌细胞壁含肽聚糖少，且有外膜层的保护作用，因此对青霉素和溶菌酶不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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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医药高等学校规划教材：病原生物学（第3版）》供高专、高职临床医学、护理、涉外护
理、助产、药学、中药、卫生保健、口腔、检验、美容、康复、社区医学、眼视光、中西医结合、影
像等专业使用　　案例教学，突出技能 教材延续我社独创案例版编写模式，寓实践于课堂理论教学之
中，全面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弥补传统教学之缺憾，致力于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
　　任务引领，紧扣大纲 围绕教学基本要求，紧扣最新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全面覆盖知识点与考点。
相关教材正文中凡涉及执考考点的段落，均做了“考点”提示。
“目标检测”采用执考高仿真模拟试题，学、考互动　　链接互动，彩色印刷 涉及形态学或操作性强
的教材采用全彩印刷，另有部分教材采用双色印刷，版面新颖、活泼，图文并茂，重点突出。
“链接”模块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为培养未来高素质、综合性人才打
好基础　　配套课件，教学相长 全部教材配套PPT教学课件，全面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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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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