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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医学寄生虫学(供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
等专业用)》为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医学寄生虫学(供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
等专业用)》共分；篇20章，包括总论、医学原生动物、医学蠕形动物、医学节肢动物和寄生虫病实验
诊断技术等内容。
结合我国国情，重点阐述了常见的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寄生虫和重要病媒节肢动物，对少见但具有潜
在威胁的人体寄生虫也作了介绍，涉及人体寄生虫和病媒节肢动物100余种。
每章后均附小结和思考题，并配有数字课程（包括图片、教学课件、习题及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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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总论 第一章医学寄生虫学的概述 第一节医学寄生虫学的概述 第二节寄生虫对人类的危害 第二
章寄生虫生物学 第一节寄生现象 一、互利共生 二、偏利共生 三、寄生 第二节寄生虫与宿主的类型 一
、寄生虫的类型 二、宿主的类型 第三节寄生虫生活史 一、直接型生活史 二、间接型生活史 第四节寄
生虫的分类及命名 一、寄生虫的分类 二、寄生虫的命名 第三章寄生虫和宿主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寄生
虫对宿主的作用 一、掠夺营养 二、机械性损伤 三、毒素作用 四、免疫病理作用 第二节宿主对寄生虫
的作用 第三节寄生虫与宿主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清除寄生虫 二、带虫状态 三、寄生虫病 第四章寄生
虫感染的免疫 第一节寄生虫抗原的特点 一、寄生虫抗原种类 一、寄生虫抗原特性 第二节寄生虫感染
的适应性免疫 一、消除性免疫 一、非消除性免疫 第三节免疫应答 一、抗原的处理和呈递 二、T细胞
的活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 三、免疫效应 第四节免疫逃避 一、组织学隔离 一、表面抗原的改变 三、抑
制宿主的免疫应答 第五章寄生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第一节寄生虫病流行的基本环节 一、传染源 二、传
染途径 三、易感人群 第二节影响寄生虫病流行的因素 一、生物因素 二、自然因素 三、社会因素 第三
节寄生虫病的流行特点 一、地方性 二、季节性 三、自然疫源性 第四节寄生虫病的防治 一、控制和消
灭传染源 二、切断传播途径 三、预防感染、保护健康人群 第二篇医学原生动物 第六章医学原生动物
概述 第七章阿米巴 第一节溶组织内阿米巴 第二节致病性自生生活阿米巴 棘阿米巴属阿米巴 第三节非
致病性阿米巴 一、迪斯帕内阿米巴 二、结肠内阿米巴 三、哈门内阿米巴 四、微小内蜒阿米巴 五、布
氏嗜碘阿米巴 六、齿龈内阿米巴 第八章鞭毛虫 第一节利什曼原虫 一、杜氏利什曼原虫 二、热带利什
曼原虫 三、巴西利什曼原虫 四、墨西哥利什曼原虫 第二节锥虫 ⋯⋯ 第三篇医学蠕形动物 第四篇医学
节肢动物 第五篇寄生虫病实验诊断技术 附录一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二医学寄生虫学常用网站 附录三学
寄生虫学英中名词 对照 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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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疟原虫循环抗原检测可用于诊断疟疾现症患者和疗效考核。
目前在我国流行区检测疟原虫循环抗原多采用商品化的快速诊断试剂盒，所采用的方法一般是基于斑
点免疫结合试验技术的试纸条（Dip—stick）法，检测抗原有富组蛋白Ⅱ（恶性疟原虫）、乳酸脱氢酶
、谷氨酸脱氢酶、醛缩酶等。
依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快速诊断试纸条检测阳性者，必须采集并保留血样备查。
 3.分子生物学检查 疟原虫DNA扩增和特异性核酸探针杂交等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具有敏感性高、特异
性好等特点，但并不适合现场应用。
 【流行】 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受疟疾威胁的人口有33亿，每年有2.5亿疟疾病例，而其中死亡病
例达100万。
我国曾是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建国初期疟疾年发病人数为3 000多万。
我国疟疾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疟疾发病人数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2400多万减少到90年代末的数
万，流行区范围大幅度缩小，除云南、海南两省外，其他地区已消除了恶性疟。
2000年后，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回升，但随着（2006—2015年全国疟疾防治规划》的实施，中央和
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疟疾防控工作的支持和投入，使局部地区疫情回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现在4种主要人体疟疾中以间日疟占大多数，恶性疟占10％～20％，三日疟偶尔发现，偶有个别卵形疟
病例报道。
恶性疟的分布区已大大缩小，仅在云南省西南部和海南省发生传播。
目前，全国24个疟疾流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95％的县、自治区、直辖市疟疾发病率已降至万分
之一以下，仅有87个县、自治区、直辖市疟疾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
 1.分布 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蚊媒对杀虫剂产生抗性，恶性疟原虫对氯喹等抗性的范围呈扩大趋势等
原因，使不少地区的疟疾回升。
在世界范围内，间日疟的流行最广，且以温带为主，其次为热带、亚热带。
恶性疟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及温带的一些地区。
三日疟主要分布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东南亚和南亚亦有流行。
根据以往的疟疾流行状况，我国疟区可划分为如下几种。
 （1）北纬25°以南地区 在历史上，这是我国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有些山区为稳定性高疟区，
包括云南、贵州南部和西部、广东的大部分、广西、海南、福建东南部和台湾。
主要为间日疟和恶性疟的流行，偶有三日疟、卵形疟报告；传播时间为9～12个月；微小按蚊和嗜人按
蚊为山区主要媒介，中华按蚊为平原地区的媒介，大劣按蚊为热带丛林的媒介。
 （2）北纬25°～33°之间地区 疟疾分布亦广，属非稳定性中疟区或低疟区，严重性稍轻，包括贵州
、湖南、江西、湖北、浙江、四川、福建、安徽和江苏大部分、云南北部，广东、广西、河南、陕西
和西藏的部分地区。
以间日疟为主，尚可见恶性疟，偶有三日疟报告，时有暴发流行；传播时间为6～8个月；中华按蚊、
微小按蚊、嗜人按蚊为该地区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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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医学寄生虫学(供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
等专业用)》适用于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等本科专业学生使用，
各校可根据专业和课时数的不同，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取舍。
也可作为临床医务工作者、疾病控制与卫生防疫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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