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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非常高兴地获悉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专为全国高职高专护理专业教育所用的教材。
我认为此举是十分必要与及时的。
护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护理高职高专教育，近年来在我国发展很快，但由于各地基础条件
与改革力度不同，也出现一些不够规范和参差不齐的现象。
湖北省卫生厅和教育厅十分重视高职高专护理教育，在他们的共同领导下，不仅湖北各高职高专院校
对护理专业教学进行了改革，而且将全省高职高专护理专业教学改革与科研的成果编写成系统的规划
教材，目的是规范全省高职高专护理教育，并向全国各有关院校提供一种经过实验与研究的新鲜教材
。
全套书共分25个分册，其中有护理学需要的基础、临床、社区、管理等课程，也有大量的以人文科学
为主的内容如护理伦理、美学、礼仪与人际沟通等。
全套教材概括了护士所需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基础，再加以新知识与新技术，有助于
培养出更多合格的高层次护理人才。
本套书作者均是长期从事护理教学与科研、临床工作的同志，他们将多年积累的理论知识与护理实践
相结合，并吸取国内外有关护理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成果，编写此套书。
在编写形式上图文并茂，更便于读者理解。
此套教材是湖北省高职高专护理专业教学改革的成果，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认可与推荐，这有助于
将教学经验向全国推广，促进我国高职高专护理教育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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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护理专业湖北试验版）》是全国高职高专医学教育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分为免疫学、细菌学、病毒学、寄生虫学四篇三十一章。
结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每一章的内容以“三基”为指导，少见的病原体均采用列表法进行归纳。
教材以基本理论知识为主，融汇现代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的先进成果，增加了细胞凋亡、单克隆抗体
、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SARS病毒等内容。
　　教材的主要特点：突出人性化思想，方便学生学习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
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本课程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国家卫生部在执业护士考试中的重要性，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材内容简捷明快、重点列表、图文并茂。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护理专业湖北试验版）》可用于高职高专医学各专业的学生，也是学生
参加医师、护士执业考试的参考书，同时可供在职医护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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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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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节 细菌的人工培养一般细菌都可通过人工方法培养，这对明确传染病的病因、制备疫苗、
流行病学调查、抗生素的选择和生产及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培养基（一）概念培养基（culture medium）是由人工方法配制而成的，专供微生物生长繁殖使用
的混合营养物制品。
培养基一般pH为7.2－7.6，少数的细菌按生长要求调整pH偏酸或偏碱。
培养基制成后必须经灭菌处理。
（二）种类培养基按其组成和用途不同，分为以下几类：1.基础培养基含有多数细菌生长繁殖所需的
基本营养成分。
它是配制特殊培养基的基础，也可作为一般培养基用。
如营养肉汤、营养琼脂、蛋白胨水等。
2.营养培养基若了解某种细菌的特殊营养要求，可配制出适合这种细菌而不适合其他细菌生长的增菌
培养基。
通用增菌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中添加合适的生长因子或微量元素等，以促使某些特殊细菌生长繁殖，
例如链球菌需在含血液或血清的培养基中生长；专用增菌培养基又称为选择性增菌培养基，即除固有
的营养成分外，再添加特殊抑制剂，有利于目的菌的生长繁殖，如碱性蛋白胨水用于霍乱弧菌的增菌
培养。
3.选择培养基在培养基中加人某种化学物质，使之抑制某些细菌生长，而有利于另一些细菌生长，从
而将后者从混杂的标本中分离出来，这种培养基称为选择培养基。
例如培养肠道致病菌的SS琼脂。
4.鉴别培养基用于培养和区分不同细菌种类的培养基称为鉴别培养基。
利用各种细菌分解糖类和蛋白质的能力及其代谢产物不同，在培养基中加入特定的作用底物和指示剂
，一般不加抑菌剂，观察细菌在其中生长后对底物的作用如何，从而鉴别细菌。
如常用的糖发酵管。
5.厌氧培养基专供厌氧菌的分离、培养和鉴别用的培养基，称为厌氧培养基。
常用的有疱肉培养基、硫乙醇酸盐肉汤等，并在液体培养基表面加入凡士林或液体石蜡以隔绝空气。
此外，也可根据培养基的物理状态的不同分为液体、固体和半固体三大类。
在液体培养基中加入1.5％～2.5％的琼脂粉，即凝固成固体培养基，琼脂粉含量在0.3％～0.5％时，则
为半固体培养基。
琼脂在培养基中起赋形剂作用，对病原菌不具营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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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护理专业湖北试验版)》是由王承明所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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