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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寄生虫检验技术》是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药学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工学结合&ldquo;十二
五&rdquo;规划教材。
本书共分成绪论、医学蠕虫、医学原虫、医学节肢动物及实验诊断技术五大模块。
每个章节前列出具体学习达成目标，末尾附有小结、能力测试题。
教材内容撰写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图文并茂，重点突出，使学生做到预习有目标，学习有成效，复
习有检测。
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为学生未来继续学习提供知识内容，每章根据需要以知识链接的方式，增添
了部分具有趣味性、知识性、新颖性的寄生虫学领域的新知识。
教材后所附各种寄生虫卵彩图，均为编写组人员精心选择的各种虫卵典型标本，采用显微摄影方法，
拍摄制备而成。
图片真实直观，有利于学生学习掌握，可谓本书一大特色。
本书可供高职高专医学检验技术及相关医学类专业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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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纤毛运动纤毛虫具有纤毛。
纤毛较鞭毛短，数量多，常均匀紧密分布于虫体表面，纤毛运动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纤毛的协调作用。
 （4）其他运动方式有的寄生性原虫的体表并不具备可辨认的运动细胞器，但却可通过特殊的运动方
式（小范围扭动或滑动）找到适合的寄生部位。
例如，蚊体期的疟原虫在相应的蚊体内形成合子，其可作螺旋式的运动，穿人到蚊的肠上皮内。
 2.营养 寄生性原虫常常寄居于富有营养的宿主体内，一般可通过胞膜以渗透和多种扩散机制吸收小分
子养料。
多数原虫还需以细胞器摄食大分子物质，主要有伪足摄食和胞口摄食两种形式。
前者又分为胞饮（pinocytosis）和吞噬（phagocytosis）两种形式，分别指摄取固态和液态营养物质，
统称为内胞噬（endocytosis）。
 （1）渗透有些可溶性营养物质在原虫体内外浓度差别很大时，可穿透胞膜，以被动扩散的形式进入
原虫体内，而更多的有机分子则可能是通过位于胞膜上的渗透酶的作用主动运转至原虫体内，这种方
式称为渗透。
 （2）胞饮胞饮是指通过原虫胞膜摄入液体营养物质的过程。
例如，某些阿米巴原虫胞饮时，先在伪足样突起物上形成管状凹陷，然后断裂成许多小泡，将营养物
质带入其体内。
 （3）吞噬吞噬是指原虫对固体营养物质的摄入过程。
有些原虫（如纤毛虫）具有胞口，可通过胞口将固体营养物质摄入；孢子虫和鞭毛虫均有微胞口或管
胞口等摄食细胞器，如间日疟原虫的滋养体经胞口摄食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不具有胞口的原虫，则
通过胞膜内陷将固体营养物质摄人胞内，如溶组织内阿米巴滋养体以胞膜内陷形式吞噬细菌。
 （4）消化原虫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摄入固体营养物质后均先形成食物泡，食物泡进入胞质后与其内的
溶酶体结合，再经各种水解酶的作用将固体营养物质消化、分解、吸收。
各种酶由粗面内质网、高尔基复合体产生并被包入溶酶体而参与消化过程。
分解的残渣和代谢最终产物各以特定的方式，或从胞肛，或从体表，或通过增殖过程的母体裂解而排
放于寄生部位。
 3.代谢原虫的代谢分为分解代谢和合成代谢。
各种群的具体代谢途径和最终产物则因寄居环境和代谢酶系遗传性状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
原虫一般利用葡萄糖或其他单糖获得能量。
糖的无氧酵解是原虫的主要代谢途径，有些种类还具有三羧酸循环的酶系。
在分解代谢过程中，原虫利用本身具有的各种酶类，将虫体内的糖类和脂肪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及其
他小分子物质，同时释放供虫体本身各种活动所需的能量。
绝大多数寄生性原虫为兼性厌氧，尤其是在肠腔内寄生的原虫（如溶组织内阿米巴）几乎在无氧的环
境下生长良好，而在血液内寄生的原虫（如疟原虫）则为有氧代谢。
此外，原虫在生长、发育和繁殖过程中还需要较多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这些成分大多数从其寄居
的宿主环境摄人，少数须自身合成。
例如，疟原虫在红细胞内寄生时，将大部分血红蛋白分解成氨基酸，以合成本身的蛋白质。
有些寄生原虫的发育增殖往往还需要一些特殊的生长因素或辅助因子，如溶组织内阿米巴及阴道毛滴
虫需要胆固醇等。
 4.繁殖原虫的繁殖方式有无性或有性或两者兼有的生殖方式增殖。
 （1）无性生殖。
 ①二分裂：寄生性原虫最常见的增殖方式。
分裂时胞核先分裂为二，然后胞质以纵向或横向分裂，最后形成两个虫体，如溶组织内阿米巴滋养体
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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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药学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寄生虫检验技术》可供
高职高专医学检验技术及其他相关医学类专业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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