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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原生物学》根据教育部关于面向21世纪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精神，本着探索高等医药院校教学改革
方法，使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病原生物学知识，并能兼作临床医学参考书的思路，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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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更引入瞩目的是近40年来，平均每年有1-2种动物性病原体传至人类，或新的病原体被发现，如
引起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高致病性出血热的埃博拉病毒、引
起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的SARS冠状病毒等。
随着疫苗的研制成功和有效应用、抗生素的问世和应用、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很多感染性疾
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甚至彻底消灭了某些病原体，如天花病毒等。
但是，还有一些感染性疾病，尚缺乏有效的防治方法，仍在流行蔓延。
另外，近年研究发现，一些曾被有效控制的病原体，出现了“死灰复燃”或渐难治疗的现象，如
自1985年至1992年美国的结核病发病率增加了20％；不少病原体逐渐出现了对抗生素的耐药，给感染
性疾病的防治带来难度。
因此，控制病原生物的感染，仍然是人类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之一。
第三节 病原生物学的发展概况古代人类虽未观察到具体的微生物，但早已将微生物知识应用到工农业
生产和疾病的防治。
在工农业生产中，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夏禹时代，就有仪狄作酒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知道利用微
生物分解有机物质作用，进行沤粪积肥；北魏（386-534年）贾思勰《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制醋、用
豆类发酵制酱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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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病原生物学》供中医类、中西医结合类和医学类各专业本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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