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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贯彻教育部[2006]16号文件精神，适应新形势下全国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需要，坚持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学生为主体的指
导思想和原则，按照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药物制剂技术、生物制药技术、中药制药技术等专业的
培养目标，在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的组织规划下，确立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编写教学大纲和本教材。
    本教材包含“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两部分，共十一章，围绕药品类各专业专科培养目标，借鉴
了工业微生物、药用微生物、医用微生物、微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等教材的经验，改变了以往本学科
教材的编排习惯，从多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主要特点是：①各章按照“共用”的必备知识、“专用”
的知识能力、“应用”的实践技能的思路逐一进行编写，并牢牢把握教材的定位即使用对象（学生）
、服务对象（专业）、作用对象（基础）的定位；②重点阐述与药学等专业有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其
应用，将微生物学、免疫学与药品的医学作用、生产、质量检验、管理等方面融合，结合就业岗位的
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技能要求编排各章节，使知识与生产应用相结合，专业技能与相关技能鉴
定相结合，基础与学生后续学习和发展相结合，立求重点突出、兼顾全面、循序渐进、除旧布新，易
读可读，从而体现本教材为专业服务的功能性；③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目的性、自觉性及教材内容的
可读性、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突出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习质量
，在教材中设立了“学习目标”、“课堂互动”、“实例解析”、“知识链接”、“知识拓展”、“
学习小结”、“目标检测”等模块，在书后附加了学习导向，希望对教学有所裨益；④为了使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紧密联系，在各章提出了相应的能力要求，并编写了实验配套教材，供各校在教学中选
用。
书末附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审定的针对各专业的教学大纲，可供各校教学参考。
各专业可以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及专业学习的需要选取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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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微生物概述　　1674年荷兰著名的生物学家、显微镜专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y
VanLeeuwenhoek）把一滴水珠放在自己设计制造的显微镜下观察，他惊奇地发现了许多人们从未见过
，甚至从未想象过的、小得肉眼无法看到的“小动物”。
它们在这滴水中浮游着、生活着、繁衍着、死亡着。
对于这些“小动物”来说，这一滴水就是它们生活的全部世界。
他将观察到的这些不停蠕动的“小虫子”称为“微生物”，这是人类首次对微生物进行的观察和描述
，这一伟大发现使人类认识了一个完整的富有生命力的新世界，揭开了微观世界的面纱。
　　第一节　微生物　　一、微生物的概念　　微生物（microorganism）是一群个体微小、结构简单
、肉眼不能直接看见的微小生物的总称，必须借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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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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