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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1997年进行了学科归并，将寄生虫学与微生物学合并为病原生物学。
教材是体现学科特点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体现病原生物学的整体概念，在随后的教材编写工作中，
已有若干将原先独立的寄生虫学与微生物学教材统一编写的《病原生物学》出版发行。
本教材也是本着这一精神而编写的。
　　我们在编写中感到最难以把握的是在传统的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归并为病原生物学一个学科和一
本教材后的探索阶段，如何在尊重两个原先独立的学科、两本独立的教材长期以来在其教材的编排内
容与体例、教学方式、讲授方式等方面形成的固有习惯、传统和特点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病原生物
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整体性、统一性和连贯性。
我们感到所有这些习惯性的问题在短时间内马上解决还是有困难的。
因此，在本版教材的编写中，我们制定了先归并后调整、先形式后内涵、先粗后细的原则，对原先两
个学科的内容能统则统，照顾特色，尽可能在绪论和体例上追求一致，而各论部分则不再做大的修正
。
希望在今后通过新版教材的使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不断完善。
　　在内容体量上，把握教科书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和系统的原则，力求减少属于参考书的内容。
考虑到有些内容有重要的l临床实用价值，确实需要了解但又不宜占用很多篇幅，我们增加了虫媒传播
病原体、经血液传播病原体、垂直传播病原体和性传播病原体4个总结性的表格。
此外，考虑到国家政策和实际需求，还增加了生物安全章节。
针对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节肢动物也主要突出其在病原体传播中的作用，形态、生态、生活史的介
绍也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
　　要改变传统的东西总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
至于这种改变与探索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只有通过实践去检验了。
实际上即使在本版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委们也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本版教材也正是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在基本达到共识的基础上编写的。
我们清楚地知道，新版教材肯定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但我们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进行探索和组
织的，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今后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探索，出现更多优秀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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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7篇43章。
本书对各种与医学相关的病原生物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系统阐述了其生物学性状、传播与流行规律、
临床检验方法、防治原则等内容。
全书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简明扼要。
本书是一部优秀的医学精品课程教材，可供全国医学院校临床、预防、口腔、检验、影像、麻醉、护
理专业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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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荚膜的化学组成：大多数细菌的荚膜是多糖，如肺炎链球菌、脑膜炎奈瑟菌等；少数细菌
的荚膜成分为多肽或蛋白质复合物，如炭疽芽孢杆菌、鼠疫耶尔森菌等。
荚膜多糖为高度水合分子，含水量在95％以上。
多糖分子组成和构型的多样化使其结构和抗原性极为复杂，成为血清学分型的基础。
如肺炎链球菌依据荚膜多糖抗原可分成85个血清型，脑膜炎奈瑟菌依据荚膜多糖抗原可分成13个血清
群。
　　荚膜对碱性染料亲和力低，不易着色。
用墨汁负染法可清楚观察。
用特殊的荚膜染色法可将其染成与菌体不同的颜色。
　　（2）荚膜的生物学作用　　1）抗吞噬作用：荚膜是病原菌的重要毒力因子，可以抵抗宿主吞噬
细胞的吞噬作用。
例如有荚膜的肺炎链球菌株的毒力明显强于没有荚膜的肺炎链球菌株。
抗吞噬的机制可能与荚膜阻止抗体、补体的调理作用有关，吞噬细胞表面的补体受体可因荚膜多糖的
空间位阻难以与C3b结合而失去调理作用。
另外，由于荚膜黏液层比较光滑，不易被吞噬细胞捕捉。
　　2）黏附作用：荚膜多糖可使细菌彼此之间黏附于组织细胞或无生命物体表面，形成生物膜
（biofilm），增强了细菌的侵袭力，是引起感染的重要因素。
变异链球菌依靠荚膜将其固定在牙齿表面，利用口腔中的蔗糖产生大量的乳酸，积聚在附着部位，导
致牙齿珐琅质的破坏，形成龋齿。
　　3）抗干燥及有害物质的损伤作用：荚膜能潴留水分而抗干燥，同时能够阻止溶菌酶、抗体、补
体及抗菌药物等有害物质对细菌的损伤作用，增强了细菌的对外抵抗力和侵袭力。
　　2.鞭毛（flagellum）　是某些细菌菌体表面伸出的细长、弯曲的丝状物（图6一卜9）。
鞭毛长5～20um，超过菌体若干倍。
直径12～30nm，需用电子显微镜观察，以特殊染色法使鞭毛增粗后才能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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