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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人才培养试用教材，根据“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
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指导方案”，由全国多所国家级高职高专护理专业教学改革试点单位的、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共同编写而成的。
　　本书紧扣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培养目标，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科学性为核心，
注重启发性和先进性，突出强调适用性的原财，教学内容整体把握以必需、够用为度。
本书主要体现如下几个特点：　　1．精简免疫学理论阐述，增加图示内容，适当介绍新理论，如固
有性免疫对适应性免疫的指导作用、固有性免疫的模式识别等。
　　2．淡化病原生物学学科体系，注重基础知识的临床应用，依据临床疾病类型编排章节。
精简了病原生物的生物学特征的描述内容和病原生物学各论中病原生物学检查方法，强化了病原生物
感染疾病的预防知识。
　　3．教材体例设立了“知识库”、“新知识”、“病例分析”等相关链接框，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增加教材的启发性、可读性。
　　4．针对高职高专学生，每章前设立了学习目标，章后提出了思考题，在病例分析中还提出了分
析思路，有助于进行课堂讨论或教学辅导。
　　5．本书后附有相关的网址，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手段推进学习和采用多种方式使学生进入学科领
域，培养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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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原生物与免疫》是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系列教材，是根据“
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指导方案”编写的。
全书共有33章，第1~lO章为免疫学内容，主要阐述了免疫的基本概念、免疫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功能、
免疫应答的生理和病理效应以及免疫学知识在诊断、预防、治疗疾病中的应用。
第11-33章为病原生物学内容，主要介绍常见的细菌，、病毒及人体寄生虫等病原的感染来源，感染途
径、致病性、所致疾病及其预防措施和治疗原则。
　　《病原生物与免疫》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等院校、本科院校二级学献本
科院校高职教育护理专业及相关专业学生学习用书，也可供五年制高职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及其
他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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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细菌在固体培养基表面生长形成肉眼可见的单个细菌集团称菌落。
一个菌落是由一个细菌繁殖的后代堆积而成，因而单个菌落是一种细菌的纯培养。
多个菌落融合成片称为菌苔。
不同细菌形成的单个菌落其大小、形状、颜色、边缘、湿润度及表面光滑度等各不相同，借此可以对
细菌进行初步判断。
　　在液体培养基中，细菌生长繁殖后，可出现以下情况：　　（1）均匀混浊生长多为兼性厌氧菌
所形成。
如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等。
　　（2）沉淀生长多为链状生长细菌所形成。
如链球菌、炭疽杆菌等。
　　（3）菌膜生长多为专性需氧菌所形成，如结核分枝杆菌等。
　　在半固体培养基中，经培养可见有鞭毛菌由穿刺线向周围扩散生长；无鞭毛菌只沿穿刺线生长，
而培养基周围清澈透明。
此试验也称为细菌动力试验，用来检查细菌是否有鞭毛。
　　（三）人工培养细菌的意义　　1.传染性疾病的诊断　临床上培养细菌的目的主要是对患者做出
准确的病原学诊断。
　　2.指导临床用药临床上通过细菌培养结合药敏试验来选择敏感的抗生素，以指导临床正确选药，
预防耐药菌株的产生。
　　3.制备生物制品可以应用人工培养纯种细菌制备诊断菌液，制备各种菌苗、类毒素，用于传染病
的诊断和预防。
　　第三节细菌的耐药性变异　　细菌与所有其他生物一样，具有遗传变异现象。
遗传使各种微生物的子代与亲代的生物学性状保持相对稳定，使细菌的种属特性得以保存；子代与亲
代之间的生物学性状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则称为变异。
细菌的变异分为遗传性变异和非遗传性变异。
非遗传性变异多为一种生理适应现象，如细菌形态、结构的变异，环境适宜，这种变异则消失，不会
传给子代。
遗传性变异多为基因突变、基因转移与重组的结果，如某些细菌的耐药性变异和毒力变异，此种变异
可传给子代。
本节主要介绍与护理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细菌耐药性变异机制及防治措施。
　一、耐药性变异的机制　耐药性（drug resistance）是指细菌对药物所具有的相对抵抗性。
从遗传学角度，细菌耐药性可分为固有耐药性和获得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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