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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医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医学微生物学》内容包括绪论、细菌学、真菌学及病毒学基础知识
，共34章（除绪论）。
编排次序依然采用了传统的医学微生物学教材模式，即绪论、细菌学总论、细菌学各论（其中还包括
了与细菌同属于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的放线菌、支原体、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的内容）、真菌学
、病毒学总论、病毒学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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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致热外毒素（pyrogenic exotoxin）：亦称为红疹毒素（erythrogenic toxin）或猩
红热毒素（scarlet fever toxin）。
化学组成为蛋白质，能改变血脑屏障通透性，直接作用于下丘脑，引起发热、皮肤红疹。
 （4）溶血素（hemolysins）：A族链球菌可产生两种溶血素分子： ①链球菌溶血素O（streptolysin O
，SLO）：是一种分子量约为6×104，含有—SH的蛋白质。
在还原状态下SLO可溶解红细胞。
在氧的存在下，—SH被氧化成—S—S—，活性很快被灭活而失去溶血性。
SLO对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及心肌组织有毒性作用。
抗原性强，可刺激机体产生相应抗体。
抗链球菌溶血素O（anti—streptolysin O，ASO）抗体可中和链球菌溶血素O的活性，是实验室对SLO定
量检测的基础。
风湿热患者血清中ASO效价明显升高。
因此，测定ASO效价可作为风湿热及其活动性的辅助诊断。
 ②链球菌溶血素S（streptolysin S，SLS）：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在血琼脂平板上菌落周围的完全透明的溶
血环由SLS所致。
SLS对氧稳定，无抗原性。
 （5）侵袭性酶（invasive enzyme）：A族链球菌可产生多种侵袭性酶，与致病性相关的主要有以下几
种： ①透明质酸酶（hyaluronidase）：能分解细胞间质的透明质酸，有利于细菌在组织中的扩散，故
又称为扩散因子（spreading factor）。
 ②链激酶（streptokinase，SK）：亦称为溶纤维蛋白溶酶（fibrinolysin）。
链激酶可使血浆中的纤维蛋白酶原转变成纤维蛋白酶，溶解血块或阻止血浆凝固，增强细菌的扩散能
力。
链激酶可刺激机体产生抗链激酶抗体，阻止酶的活性。
国外已将链激酶应用到临床，治疗早期肺栓塞、冠状动脉及静脉血栓形成。
 ③链道酶（streptodornase）：亦称为链球菌DNA酶（streptococcal deoxyribonuclease）。
可降解黏稠的DNA，使脓液稀薄，有利于细菌的扩散。
链激酶与链道酶可联合用于化脓性伤口的清创，液化脓性分泌物有利于脓液及坏死物的清除及抗菌药
物进入病灶。
 人类约90％的链球菌感染是由A族链球菌引起的。
常见的传播方式为通过呼吸道传播。
在炎热的季节多为皮肤感染。
 （1）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所致疾病 ①化脓性感染：A.局部皮肤及皮下组织感染：丹毒、淋巴管炎
、蜂窝织炎、痈、脓疱病等。
B.其他系统感染：化脓性扁桃体炎、咽炎、鼻窦炎、中耳炎及产褥热等。
 ②中毒性疾病 A.猩红热：由产生致热外毒素的A族链球菌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
此病多发于10岁以下儿童，潜伏期为2～3天，临床特征为发热、全身弥漫性鲜红色皮疹及皮疹退后明
显的脱屑。
此病常可继发于严重的咽炎或皮肤软组织感染。
 B.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是由产生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毒素的A族链球菌引起的以休克为主
要症状的感染。
可继发于皮肤伤口的感染。
此病常伴有呼吸系统及其他多个脏器的衰竭。
病死率可高达30％。
 ③变态反应性疾病 A.风湿热：常继发于A族链球菌感染的咽炎，易感人群为10岁以下儿童。
典型的临床症状及体征为发热，游走性、非化脓性、多发性的关节炎以及全心炎（心内膜炎、心肌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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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包炎）。
风湿热可能的发病机制是链球菌菌体表面M抗原及细胞壁中的多糖抗原与心瓣膜及心肌组织存在抗原
性的交叉反应，导致机体的免疫病理损伤。
防止A族链球菌的反复感染是防止风湿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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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医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医学微生物学》主要作为医学远程教学模式下医学本科生及专科生
的教材。
《北京大学医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医学微生物学》加大了辅助学生自学的力度，对教学大纲及国家执
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微生物学部分考试大纲中的重点要求内容及定义做了更加通俗易懂的诠释及归纳
。
在每一章后均设置“章节要点”、“复习思考题”，于附录中增加了2套题型多样化、试题内容紧扣
大纲的模拟试题及答案，以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准确地把握大纲要求的重点内容，随时了解对所
学内容的理解消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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