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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做好考前复习工作，特组织国内有关专家、教授编写了《2010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指导》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士)部分。
本书根据最新考试大纲中的具体要求，参考国内外权威著作，将考试大纲中的各知识点与学科的系统
性结合起来，以便于考生理解、记忆。
本书全文分为六篇，内容涉及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化学、临床免疫学和免疫检验、微生物学及检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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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动物实验是细菌学检验的重要技术之一。
其主要用途是分离和鉴定病原微生物，测定其毒力、制备免疫血清以及鉴定生物制品的安全、毒性试
验和供给试验用的血液或血清等。
　　一、实验动物的分类　　根据实验目的不同，对实验动物要求亦不同，因此对实验动物作如下的
分类。
　　（一）遗传学控制分类　　1.近交系动物近交系动物即一般称的纯系动物。
此类动物是指采用兄妹交配（或亲子交配）繁殖20代以上的纯品系动物。
　　2.突变种纯系动物是指实验动物正常染色体中某个基因发生了变异的具有各种遗传缺陷的突变品
系动物。
　　3.纯杂种动物是指无计划随意交配而繁殖的动物，即一般动物室供应的杂种动物。
　　（二）微生物学控制方法分类　　1.无菌动物这种动物无论体表或肠道中均无微生物存在，并且
体内不含任何抗体。
　　2.悉生动物是给无菌动物引入已知5－17种正常肠道菌丛培育而成的动物。
　　3.无特殊病原体动物又称屏障系统动物。
　　4.清洁动物或最低限度疾病动物该种动物是饲养在设有清洁走廊和不清洁走廊的设施中，其种群
均来自剖宫产。
　　5.常规动物指一般在自然环境中饲养的带菌动物。
　　二、实验动物的选择　　实验动物种类很多，生理性状也不同，为保证动物试验的准确性，必须
选择适宜的实验动物做试验。
常用的有小白鼠、大白鼠、豚鼠、家兔及绵羊等。
通常按实验目的、要求选择实验动物，选择时应考虑如下几点：　　1.根据实验的要求而选择不同的
实验动物如在分离、鉴定病原菌时选用最敏感的动物作实验对象。
如小白鼠对肺炎链球菌、破伤风外毒素敏感、豚鼠对结核分枝杆菌、白喉棒状杆菌等易感；测定金黄
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以幼猫最敏感等。
　　2.选用动物的数量必须符合统计学上预计数字的需要　　3.根据实验的性质也可选不同品系的动物
其目的在于使动物试验结果有规律性、重复性和可比性。
如测定对病原体的感染性，最好选用无菌动物或悉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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