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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适应我国高职高专教育改革和基层卫生工作改革发展的需要，根据卫生部教材办的要求，我们
对“五年一贯制”临床医学专业《病原生物与免疫学》教材修订第2版。
此次教材修订以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继续坚持“三基、五性、三特定”和“必需、够用”的
原则，力求更好地适应基层、社区、农村助理执业医师的培养。
　　本教材共分四篇，第一篇为免疫学基础，第二篇为医学微生物，第三篇为医学寄生虫，第四篇为
实验指导。
在继承前一版教材的基础上，本版教材在内容与编排顺序上进行了适当的调整：①免疫学基础中增加
了抗感染免疫章节，删减了移植免疫；并将免疫调节、免疫耐受、免疫缺陷与自身免疫病改编为增附
内容，供学生学习参考。
②医学寄生虫部分改为按寄生部位的顺序编写，并将机会致病原虫作为一个章节专门介绍，增加了新
现的食源性寄生虫——广州管圆线虫内容，删减了医学节肢动物的部分内容，以表格形式对重点内容
进行了归纳。
③为了更好地使本课程为后续课程和临床工作服务，在对病原生物检查内容的编排上，包含有标本采
集、病原检查及免疫检查三个方面。
④教材在体例上也有所创新，相关章节增加了病例链接，如病原生物内容链接所致感染性疾病的案例
，促进医学基础与临床医学的有机结合，突出了“能力导向”，强化了感染性疾病的“根与源”。
⑤寄生虫生活史线条图上亦有所突破，增加了图解与重点归纳，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使学生感到学
有所用，而且更加明确了应知应会的知识在临床医学及预防医学中的作用。
⑥部分病原生物有关图片精选了显微镜下实物照片，以真实、直观的彩图替代了传统人工绘制线条图
。
⑦教材淡化学科、教材的系统性，通过解构与重组，附有突出专业能力导向的模块及课程标准，以供
教学参考。
本教材在不改变现有医学教学体制的前提下，并适应了我国高职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汲取和借鉴了相关教材的成果，得到了各参编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襄
樊职业技术学院陶永平、张志勇、卢恩昌老师参加了教材部分插图的绘制与文字校对工作，在此一并
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虽已尽心尽力，但由于学术水平和编写能力有限，以及病原生物与免疫学理论、应用技术等
发展较快，难免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在使用过程中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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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卫生部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共分4篇37章，主要对病原生物与免
疫学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免疫学概述、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抗感染免疫、免疫学
应用、细菌的遗传与变异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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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引起Ⅱ型超敏反应的变应原引起Ⅱ型超敏反应的变应原是某些靶细胞表面的抗原或细胞外基质
的抗原。
可见于：①自体正常组织细胞或细胞外基质，如外源性抗原与正常细胞或细胞外基质具有共同抗原时
；②异体正常细胞，如与自体不相符的ABO血型抗原、Rh抗原和HLA抗原；③改变的自身细胞或细胞
外基质，如感染和理化因素所致的自身细胞或自身细胞外基质抗原改变；④半抗原或抗原-抗体复合物
在自身细胞表面的结合。
　　2.抗体、补体和效应细胞的作用参与Ⅱ型超敏反应的抗体主要是IgG和IgM类抗体，与补体系统和
效应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NK细胞）协同杀伤靶细胞或靶组织。
靶细胞或靶组织损伤机制包括：　　（1）补体介导的细胞溶解作用：靶细胞表面抗原与IgG和IgM类
抗体结合后，通过激活补体经典途径使靶细胞溶解破坏；补体裂解片段C3b、C4b的调理吞噬作用，也
使靶细胞溶解破坏。
　　（2）依赖抗体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NK细胞与靶细胞表面IgG抗体
的Fc段结合发挥ADCC作用，使靶细胞破坏。
　　（3）抗体的调理吞噬作用：IgG与靶细胞表面抗原结合，其Fc段与巨噬细胞表面的相应受体结合
，发挥调理吞噬作用，导致靶细胞损伤。
　　（4）细胞外基质抗原与抗体结合：细胞外基质抗原与抗体结合后，通过激活补体产生的裂解片
段，吸引炎细胞至局部，造成非特异性组织损伤。
如：C5a可趋化中性粒细胞在局部聚集，并在试图吞噬抗体与细胞外基质抗原结合物的过程中，通过
释放溶酶体酶，使局部组织和周围组织发生非特异性损伤。
　　（5）抗受体的抗体与相应受体结合：抗细胞表面受体的自身抗体与相应受体结合后，可导致细
胞功能紊乱，表现为亢进或抑制，而不破坏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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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第2版）》供临床、护理、医学影像技术、口腔医学技术、药学、检验等
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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