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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关于医学微生物学的配套教材层出不穷，但主要都是医学微生物学的习题集。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注意到，由于医学微生物学涉及的微生物种类繁多、内容庞杂、需要记忆的知识点
多、系统性不强，学生在学习医学微生物学的过程中往往存在较难记忆、抓不住重点等问题。
为了帮助学生梳理相关知识、化繁为简、理解与记忆相应章节的重点，我们编写了这本《图表医学微
生物学》。
本书是以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医学微生物学》（第7版）为依据（兼顾八年制教材第2版），
各章节的框架安排与上述规划教材相一致。
同时，各章均突出了重点的“节”和相应的重点内容，并以线条图、流程图和对比表格等形式加以诠
释，注意了深入浅出。
在突出重点和难点的前提下，各章节具体内容的编排形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有些章节的内容按顺序
纵向叙述，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有些章节的内容则突出横向的联系和比较。
应当指出的是，编写《图表医学微生物学》完全是一个新的尝试，尽管编委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但由于水平和经验所限，书中肯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各个章节图表的比例不是很均衡，各章节
的表述风格也不完全一致等。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书的质量，以供再版时修改，诚恳地希望各位读者、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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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长学制规划教材为依据，以线条图、流程图、简图或对比表的形式诠释教材内容，突出重点，
简化分解难点帮助读者理解与记忆相应章节的重点和难点，不强调系统性和完整性。
每个分册的字数控制在其相应教材的字数的1/2之内。
该书通过对教材内容的诠释，使得教材容易学习和记忆，提高初学者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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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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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病毒的结构和化学组成  第三节 病毒的增殖  第四节 病毒的遗传与变异  第五节 理化因素对病毒的
影响  第六节 其他病毒类型第二十四章  病毒的感染与免疫  第一节 病毒的致病作用  第二节 抗病毒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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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章  肠道病毒第二十八章  急性胃肠炎病毒  第一节 轮状病毒  第二节 其他急性胃肠炎病毒第二十九
章  肝炎病毒第三十章  虫媒病毒第三十一章  出血热病毒  第一节 汉坦病毒  第二节 其他重要出血热病
毒第三十二章  人疱疹病毒第三十三章  反转录病毒第三十四章  其他病毒  第一节 狂犬病病毒  第二节 
人乳头瘤病毒第三十五章  朊粒    第三篇  真菌学第三十六章  真菌学总论  第一节 真菌的生物学性状  第
二节 真菌的致病性与免疫性  第三节 真菌的微生物学检查法  第四节 真菌感染的防治原则第三十七章  
主要病原性真菌  第一节 表面感染真菌、皮肤癣菌及皮下感染真菌  第二节 地方性流行真菌  第三节 机
会致病性真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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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 狂犬病病毒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性自然疫源性疾病。
狂犬病病毒感染的病犬等动物是传染源，通过咬伤或破损皮肤感染，发病后表现为恐水症，死亡率近
乎100％。
一、生物学性状病毒核酸为单股负链RNA，有包膜，核衣壳呈螺旋对称型，病毒形态似子弹状，是嗜
神经性病毒。
将野毒株在家兔脑内连续传代50代左右，潜伏期缩短为4-6天，对家兔的致病性增强，对人或犬的致病
性明显减弱，不能通过脑外途径接种引起狂犬病，这种变异的狂犬病病毒被称为固定毒株。
二、致病性和免疫性狂犬病病毒能引起多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自然感染。
动物间的狂犬病主要是通过患病动物咬伤健康动物而传播的。
临床表现分为狂暴型和麻痹型两种。
人对狂犬病病毒普遍易感，主要通过被患病动物（如犬、猫等）咬伤、抓伤或密切接触感染而发生狂
犬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症状。
机体感染狂犬病病毒后可产生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以体液免疫为主。
三、微生物学检查法用免疫荧光、酶联免疫等技术对可疑患者的唾液、分泌物、尿沉渣、角膜印片等
标本中的病毒抗原进行检测。
狂犬病病毒在易感动物或人的中枢神经细胞中增殖时，可以在细胞质中形成嗜酸性包涵体，称为内基
小体，可以辅助诊断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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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表医学微生物学(供8年制7年制及5年制临床医学等专业师生用)》：重点突出、脉络分明、容易理
解、便于记忆。
复杂的问题条理化、简明化。
抽象的内容直观化、形象化。
零碎的知识系统化、逻辑化。
通过归纳或对比的图表诠释教材内容，依据新版八年制与五年制卫生部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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