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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护理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人们对健康服务要求的与日俱增，护
士的职业能力显现出新的视野、新的内涵，体现出护士职能的多样性，因此护理教育必须适应护理岗
位的知识与能力的要求。
近年来，不少新发和再现的传染病，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和血吸虫病，
给人民健康、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危害。
随着基础和临床医学各学科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微生物已不仅仅是传染病的病原，也不仅仅是传统
观念的病原生物才与疾病的发生有关。
大量研究表明，许多疾病均与微生物感染有关，微生物或是疾病的病因，或启动疾病的发生，或参与
了疾病的发病过程。
因此，熟悉病原生物与免疫学的基础知识，对于工作在防病治病一线岗位上的护士是非常必要的。
欲将传统医护教育中的《医学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和《医学免疫学》这三门基础课程整合
于一本教材，并使其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并非易事。
在教育部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指导下，浙江、河南、广西、湖南、吉林和重庆等省市医科高校从事病
原生物与免疫学教研工作的同仁集思广益，对课程内容做了认真的筛选与整合，添加了人体微生态等
内容，使本书面貌与传统教材明显不同，以抛砖引玉，希冀教材内容的重组，更适合于现代护士的培
养要求，并与目前教改中基础学科课时的精简统一起来。
本教材内容共18章，第一章绪言、第十二章病毒由胡野撰写；第二章细菌概论由董忠生撰写；第三章
抗原、第六章免疫系统由陈芳梅撰写；第四章免疫球蛋白、第七章免疫应答由李念虹撰写；第五章补
体、第八章抗感染免疫、第九章临床免疫、第十章免疫学应用由王玉爱撰写；第十一章病原性细菌由
周密撰写；第十三章其他微生物、第十五章肠道寄生虫、第十六章其他腔道寄生虫由寿佩勤撰写；第
十四章人体寄生虫概论、第十七章组织内寄生虫、第十八章医学节肢动物由盛秀胜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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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根据教育部、卫生部制定的“职业院校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
培养培训指导方案”编写而成。
本教材在体现思想性、科学性的同时，围绕护理工作的特点，力求体现先进性和启发性，紧扣培养目
标，突出实用原则。
并依据现代医学从疾病医学走向健康医学，从对抗医学走向生态医学的趋势，以及感染性疾病谱的变
化和免疫学知识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地介绍常见的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基
础知识，扼要地介绍人体微生态学在医学中的应用，可供五年制高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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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言一、病原生物与免疫的由来与发展轨迹二、病原生物与病原生物学三、免疫与免疫学四、
学习指南第二章 细菌概论第一节 细菌的形态与结构一、细菌的大小与形态二、细菌的结构三、细菌
的形态学检查第二节 细菌的生长繁殖与变异一、细菌的生长繁殖二、细菌的代谢产物及意义三、细菌
的人工培养四、细菌的变异第三节 人体的微生态一、正常菌群与人体的微生态二、微生态平衡与失调
三、机会性感染第四节 消毒与灭菌一、物理消毒灭菌法二、化学消毒灭菌法第五节 细菌的致病性与
感染一、细菌的致病性二、感染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三、医院感染第六节 细菌感染的检查方法第三章
抗原第一节 抗原的概念与分类一、抗原的概念二、抗原的分类第二节 抗原的特异性一、抗原决定簇
二、抗原一抗体反应的特异性三、共同抗原和交叉反应第三节 影响抗原诱导免疫应答的因素一、异物
性二、一定的理化性状第四节 医学上重要的抗原一、异种抗原二、同种异型抗原三、自身抗原_四、
异嗜性抗原五、肿瘤抗原六、超抗原第四章 免疫球蛋白第一节 免疫球蛋白与抗体的概念一、免疫球
蛋白二、抗体第二节 免疫球蛋白的结构一、免疫球蛋白的基本结构二、免疫球蛋白的其他结构三、免
疫球蛋白的功能区四、免疫球蛋白的水解片段第三节 免疫球蛋白的生物学活性一、可变区的生物学活
性__二、恒定区的生物学活性第四节 五类免疫球蛋白的特性与功能一、IgG二、IgM三、IgA四、IgE五
、IgD第五节 抗体的制备一、多克隆抗体二、单克隆抗体第五章 补体第一节 概述一、补体系统的组成
及命名二、补体的理化性质及生成第二节 补体系统的激活一、补体系统的活化二、补体活化的调控第
三节 补体的生物学作用一、溶细胞、溶菌作用二、调理作用三、清除免疫复合物四、炎症介质作用第
六章 免疫系统第一节 免疫器官一、中枢免疫器官二、外周免疫器官第二节 免疫细胞一、T细胞和B细
胞二、自然杀伤细胞三、抗原呈递细胞四、其他免疫细胞第三节 细胞因子一、概述二、主要的细胞因
子第四节 免疫细胞膜分子一、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二、白细胞分化抗原第七章 免疫应答第一节 概
述一、免疫应答的概念及类型二、特异性免疫应答的类型三、特异性免疫应答的场所__四、抗原呈递
细胞对抗原的加工处理及提呈第二节 B细胞介导的体液免疫应答一、B细胞对TD抗原的免疫应答__二
、B细胞对TI抗原的免疫应答__三、体液免疫应答的一般规律__第三节 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一
、cD4+Th1细胞的作用二、CD8+Tc细胞的作用三、细胞免疫的生物学效应第四节 免疫耐受第八章 抗
感染免疫第一节 固有免疫一、屏障结构二、非特异性免疫细胞三、体液中天然的抗感染分子第二节 
适应性免疫一、体液免疫二、细胞免疫第九章 临床免疫第一节 超敏反应一、I型超敏反应二、Ⅱ型超
敏反应三、Ⅲ型超敏反应四、Ⅳ型超敏反应五、超敏反应的防治原则第二节 自身免疫性疾病一、自身
免疫性疾病的特征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机制三、常见自身免疫性疾病第三节 免疫缺陷病一、原
发性免疫缺陷病二、继发性免疫缺陷病第十章 免疫学应用第一节 免疫学防治一、人工主动免疫二、
人工被动免疫三、免疫增强剂与免疫抑制剂第二节 免疫学诊断一、抗原或抗体的检测二、免疫细胞及
其功能的检测第十一章 病原性细菌第一节 球菌一、葡萄球菌属二、链球菌属三、肺炎链球菌⋯⋯第
十二章 病毒第十三章 其他微生物第十四章 人体寄生虫概论第十五章 肠道寄生虫第十六章 其他腔道寄
生虫第十七章 组织内寄生虫第十八章 攻学节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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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伴随着病原生物研究的如火如荼，人类在生活与生产实践中萌发了抗感染免疫的美好想像，并
不断总结经验，吹响了人体自我征服病原生物的号角。
在我国古代，长期生活在天花威胁中的人们往往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除非得过天花，谁也难说孩
子是自己的”。
尽管古代社会缺乏对病原生物感染的科学知识，但人们从实践中积累了一些预防感染的经验，产生了
“以毒攻毒”的朴素观念，并导致了人体种痘术的发明。
据史料记载，早在我国宋朝年间已有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的经验。
当时古人把天花病人皮肤上干结的痘痂收集起来，磨成粉末，取少许吹入未患天花者的鼻腔中，可以
免患天花。
后来这种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经波斯、土耳其传人了欧洲。
18世纪末，英国乡村医生詹纳（Edward.Jenner）观察到农场挤奶的女工皮肤上常常出现与天花损伤非
常相似的麻点，并证实此系接触病牛而染上的“牛痘”。
这些得过“牛痘”的女工后来不会得天花，因此他意识到接种“牛痘”可能会预防天花。
于是他将一位女工手上“牛痘”的痘疱液体取出，接种到一位名叫菲里普斯的8岁男孩的手臂皮肤上
，48天后，发现这位曾与天花病人接触过的男孩平安无事，从而产生了牛痘接种术。
詹纳开创了经验性免疫的新纪元。
在与病原生物作斗争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免疫的观点得到了发展与深化。
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有关细菌（炭疽菌、鸡霍乱病原菌）和病毒（狂犬病病毒）的减毒或无毒疫苗的研
制，开创了科学免疫接种的新篇章。
俄国学者梅奇尼科夫继承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先进科学思想，提出了有关炎症保护性作用的论点和细胞
免疫假说，强调了吞噬细胞在免疫中的重要作用。
德国细菌学家郭霍所做的结核病、结核菌素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细胞免疫的机制探索，为全面阐
明细胞免疫机制奠定了基础。
德国科学家埃利希首创了抗体“侧链学说”理论，成为免疫化学研究的先驱。
博尔代发现了抗原与抗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激活补体，从而把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在功能上联
系起来。
兰德施泰纳证实，抗原特异性是由抗原表面某些化学基团所决定，并发现了人类的血型，开创了临床
采用同型血液输血可避免异型输血所致的过敏反应的新方向。
法国科学家里歇于1890年首次采用血清疗法治疗细菌毒素感染获得成功，为临床疾病的治疗开辟了一
条新路。
1957年伯内特提出了抗体生成的克隆选择学说，他的单克隆B细胞以其特异性抗原受体识别抗原并产生
特异性抗体的思想，对后来免疫学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埃德尔曼和波特阐明了抗体分子的四肽链结构，使免疫球蛋白的免疫化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耶洛夫人有关多肽技术的放射免疫分析方法的建立，使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有可能将其探索深人到
活性物质的微量测定水平。
贝纳塞拉夫发现了免疫应答基因，其成果提示机体的免疫应答是由遗传基因控制的，它造成了种系间
和个体间特异性免疫应答性质与强度的差异，从而赋予物种以极大的环境适应能力。
克勒与米尔斯坦共同研究发明了单克隆抗体技术，在理论上证明了伯内特克隆选择学说的合理性.在应
用上开辟了高度特异性检测的生物科学新世纪。
多尔蒂和青克纳格尔有关T细胞应答的自身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限制性的发现，使人们对
免疫应答个体遗传控制原理的理解进入到一个更深入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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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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