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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要求，进一步
提高医学高职高专教材质量，更好地把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让全国医学高职高专院校
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教材可供选用，以促进医学高职高专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教育部“十一五”高
职高专教材规划精神，全国医学高职高专“十一五”规范教材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组织编写了本套教材。
本套教材吸收现有各种同类教材的合理创新之处，以内容精练、质量上乘、定价合理为目标，突出思
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教学内容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并加强
学生科学思维方法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教材特点）　　1.教材编写原则紧扣教育部对高职高专教育的要求：“基础课教学要以必须、
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应用性。
”　　2.教材结构由传统单一的理论知识改为由三部分组成，即各章理论知识内容之前，依据教学大
纲列出“教学要求”，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指明了方向；各基础学科还列出了护理专业和
临床医学专业的课时安排，以供参考；在各章理论知识之后列出“实验指导”，以方便师生使用。
　　3。
本套教材的编写人员多是各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他们均来自基础教学和临床工作的第一线，使教材内
容更加贴近实际，增强了适用性。
　　4.注重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与临床实际的联系，减少了一些演示性、验证性实验，增加了一
些临床应用性的实验。
　　（适用范围）　　本套教材主要供以高中为起点的三年制和以初中为起点的五年制医学高职高专
的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及卫生管理类的相关专业使用，也可供卫校、成教医专
的相关专业使用。
　　（鸣谢）　　在本套教材的建设推广过程中，得到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所院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深表谢意！
殷切希望各学校师生和广大读者在使用过程中进行检验，提出宝贵意见，以使本套教材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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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学习指南》的主要内容包括、医学微生物概述、细菌的形态与结构、
细菌的生理与遗传变异、细菌与外界环境、细菌的致病性、医学免疫学概述、免疫系统、抗原、免疫
球蛋白、补体系统、免疫应答、抗感染免疫、超敏反应、自身免疫性疾病与免疫缺陷病、肿瘤免疫与
移植免疫、免疫学应用、病原性细菌、化脓性细菌、肠道感染细菌、厌氧性细菌、呼吸道感染细菌、
动物源性细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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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真菌第一节 真菌概述第二节 病原性真菌第四篇 人体寄生虫学第二十章 人体寄生虫概述第二十一章 
医学蠕虫第一节 线虫第二节 吸虫第三节 绦虫第四节 猪巨吻棘头虫第二十二章 医学原虫第二十三章 医
学节肢动物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常见的医学节肢动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学习指南>>

章节摘录

　　第四章　　细菌与外界环境　　一、内容提要　　（一）细菌在自然界的分布　　细菌及其他微
生物广泛分布于自然界。
　　1.土壤中的细菌　土壤中的细菌及其他微生物，主要来自人和动物的尸体及排泄物、污水、垃圾
等。
土壤中的致病菌是引起创伤感染的来源，亦是引起水和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2.水中的细菌　水中的细菌等微生物主要来自土壤、人畜粪便、垃圾等。
水中的致病菌可引起多种消化道传染病的传播与流行。
　　3.空气申的细菌　空气中因缺乏细菌等微生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物质，且受日光照射和干燥的影
响，细菌等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相对土壤和水来说要少。
空气中的细菌及其他微生物主要来自人和动物的呼吸道以及灰尘，其病原微生物可引起呼吸道或伤口
感染。
此外，空气中的非致病菌，常可造成医药制剂、生物制品及培养基的污染。
　　（二）细菌在人体的分布　　1.正常菌群　　（工）正常菌群的概念　正常人体的体表及与外界
相通的腔道黏膜上，均有不同种类和数量的微生物存在。
当人体免疫功能正常时，这些微生物通常对人体无害，相反有些对人体还有利，成为人体一定部位的
正常微生物群，其中以细菌为主，通称正常菌群。
　　（2）微生态学的概念　即研究微生物在细胞或分子水平上与其宿主（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医学微生态学是研究寄居在人体体表及其与外界相通腔道黏膜上的微生物与微生物、微生物与人体以
及微生物和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学科，也是研究微观生态平衡、生态失调和生
态调整的一门新兴学科。
　　（3）正常菌群的生理作用　①生物拮抗；②营养作用；③免疫作用；④促进代谢作用；⑤抗肿
瘤作用等。
　　2. 微生态失调　　（工）微生态失调的概念　微生态平衡是指正常菌群与宿主生态环境在长期进
化过程中形成生理性组合的动态平衡。
微生态失调是指正常菌群与宿主之间的乎衡在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被破坏，由生理性组合转变为病
理性组合状态的过程。
　　（2）微生态失调的主要原因　①正常菌群寄居部位的改变；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③使用抗生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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