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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
根据目前寄生虫病的流行特点在撰写我国常见寄生虫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食源性寄生虫和人兽共患寄
生虫，并选择地介绍国外流行的重要寄生虫。
全书包括总论、医学原生动物、医学蠕形动物，医学节肢动物和医学寄生虫学实验技术，共5篇22章。

《医学寄生虫学(第2版)》注意反映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新内容，采用国际新的Cox生物学分类系统。

《医学寄生虫学(第2版)》保持和发扬了第1版的特色，具有编写模式新颖、重点突出、简明扼要、基
础与临床结合和突出教材用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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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伪足：体表任何部位都可以形成细胞突起，它是一种临时性运动细胞器，引导
原虫进行运动。
伪足形成时，外质向外凸出呈指状或叶状，内质流入其中，即溶胶质朝运动的方向流动，流动到突起
前端后，又向外分开，接着又变为凝胶质，同时后边的凝胶质又转变为溶胶质，不断地向前流动，这
样虫体不断地向伪足伸出的方向移动。
这种现象称之为阿米巴运动（amoeboid movement）。
这种运动方式是由通过Caz+活性调节肌动蛋白与肌球蛋白复合体介导的细胞质运动。
肌动蛋白与肌球蛋白微丝收缩时，胞质后极（posterior pole）产生压力，引起胞质向顶极（apical pole
）流动，从而使局部胞质从稳定的凝胶质状态转化为溶胶质状态。
例如溶组织内阿米巴滋养体等原虫就是借助该类型运动细胞器进行运动。
（2）鞭毛：为能动的细胞表面突起。
鞭毛轴丝（axoneme）由基体发出。
在电镜下观察鞭毛的结构，最外是细胞膜，其内由纵行排列的微管（ microtubule）组成。
周围有9对联合的微管（双联体，doublets），中央有2个微管。
如蓝氏贾第鞭毛虫、阴道毛滴虫等原虫是以鞭毛作为运动细胞器。
（3）纤毛：其结构与鞭毛相同，每一根纤毛都是由位于表膜下的一个基体发出。
纤毛由围成一周的9组二联体微管和中央的二联体微管构成，并包含一些微管结合蛋白。
如寄生于人体的结肠小袋纤毛虫滋养体运动。
（4）其他：有些寄生性原虫没有运动细胞器，但它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运动。
例如，疟原虫的动合子在蚊体内以螺旋式运动钻入蚊胃上皮细胞；孢子虫的裂殖子和子孢子可以通过
滑动、扭转、螺旋和弯曲等方式在人或动物体内进行运动。
2.摄食原虫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是可以通过表膜渗透和多种扩散等方式吸收周围环境的营养物质
，或借助细胞器摄取较大分子的营养物质。
具体的摄食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渗透（osmosis）：即一些营养物质以被动扩散和主动运输的
形式通过细胞膜转运至细胞内。
（2）胞饮（pinocytosis）：指液体或一些极小的颗粒物质吸附在细胞表膜时，表膜内陷，液体和物质
进入，然后表膜内折，逐渐包围液体和物质，形成小囊泡，并向细胞内部移动。
胞饮作用是一种非选择性吸收，它在吸收水分的同时，把水分中的物质一起吸收进来，如各种盐类和
大分子物质（甚至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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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寄生虫学(第2版)》是全国高等医学院校长学制教材,北京大学医学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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