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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与病原微生物的斗争是没有止境的，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感染性疾病仍然是人类健康的
最大威胁，全球每年死于感染性疾病的患者超过1500万。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都有一种新发或再发传染病的发生，因此，对感染性疾病的防控是医
学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感染性疾病动物模型是研究病原与宿主相互作用、免疫调节、疫苗和治疗药物评价等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
在传染病专项和新药专项的支持下，联合国内感染性疾病动物模型研究和使用方面的专家，我们编写
了这部以感染性疾病动物模型制备和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专著，也是比较医学系列丛书中的一部。
《比较医学丛书：常见和新发传染病动物模型》的第一到七章概括介绍了我国流行的主要病毒、细菌
和真菌及其可感染的动物，新发传染病，病原与宿主的相互适应和协同进化，动物模型和感染性动物
模型建立的一般原则等内容。
第八到三十二章分别介绍了流感病毒，艾滋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甲、丁、戊型肝炎
病毒，朊病毒，埃博拉病毒，汉坦病毒，轮状病毒，生殖器疱疹病毒，人乳头瘤病毒，EV71病毒，结
核菌，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李斯特菌，军团菌，霍乱弧菌，鼠疫耶尔森菌，淋球菌，莱姆疏螺旋体，
梅毒苍白螺旋体，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等近40种对我国人口健康影响较大的病原微生物特点和动物模型
。
第三十三到三十六章介绍了人源化动物、自身免疫系统失常所致皮肤病动物模型、免疫相关基因工程
小鼠资源和动物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等内容。
这是一部比较系统的介绍感染性疾病动物模型的特征和制备分析技术的专著，相信会对从事感染性疾
病研究的同行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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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朊病毒及朊病毒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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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汉坦病毒动物模型
　第一节 汉坦病毒的生物学特征
　第二节 汉坦病毒常用动物模型及制备方法
第十六章 B组轮状病毒动物模型
　第一节 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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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鼠疫的动物感染模型
第二十五章 霍乱菌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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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皮肤病动物模型
　第一节 系统性红斑狼疮动物模型
　第二节 银屑病动物模型
　第三节 自身免疫性疱病动物模型
第三十五章 传染病、免疫及炎症相关小鼠模型资源
　第一节 与传染病相关的小鼠模型资源简介
　第二节 疫苗研究的小鼠模型
　第三节 免疫、感染研究动物模型应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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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实验动物危害的监督与管理
　第三节 动物实验室的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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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真菌动物模型的建立较为简便，可以通过口腔灌注，或呼吸道、颅内、腹腔、静脉等途径接种真
菌，最常用的是静脉接种真菌。
根据真菌菌种不同的特点和实验动物本身的特点，使菌种和动物恰当组合才能达到最佳模型效果。
最常用的实验动物是鼠类，如近交系鼠、远交系鼠、突变鼠和基因敲除鼠。
豚鼠、兔子、狗、猪、猴也都是很好的实验动物。
　　一、癣病　　豚鼠由于其对皮肤癣菌的易感性，常可形成自发性皮肤癣菌病，因此成为目前研究
癣病较为理想的动物模型；此外，也有皮肤癣菌家兔模型的报道。
　　在制作癣病动物模型时，作者在豚鼠及家兔背部接种从临床分离的红色毛癣菌。
接种后临床表现及组织病理学均支持癣菌感染，因此，豚鼠及家兔是一种有用的红色毛癣菌动物模型
。
　　在疾病研究方面，该动物模型常被用作评价各种抗真菌药的药效。
在评估抗真菌药治疗皮肤真菌感染时，研究者接种1×107真菌细胞于豚鼠皮肤的摩擦部位。
并通过评价口服或局部用药后动物皮肤上真菌的生长数量来比较不同药物的治疗效果。
科学家在用上述豚鼠模型研究KP-103对皮肤癣菌病及念珠菌病的治疗时发现，其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的
其他抗真菌药；研究显示KP-103在皮肤组织有较好的药代动力学，而且其抗菌作用不会受毛发的影响
，推测其良好的治疗效果不仅与其抗真菌抗菌能力有关而且与其在皮肤组织中的保持力有关。
而日本科学家在此基础上通过去除残留在皮肤标本组织中抗真菌药的方法，对KP-103的抗趾间真菌效
果进行了研究，在治疗后5天，其真菌培养阳性率较奈康唑和拉诺康唑明显降低，因此证实KP-103是
一种高效的抗真菌剂；后来又有人证实其在体癣豚鼠模型治疗有效，并显示出剂量依赖性。
还有科学家通过豚鼠足垫接种须癣毛癣菌获得足癣模型，然后将动物分成治疗组及对照组。
治疗组局部应用NND-502软膏，在治疗后的1周、6周、16周足底皮肤样本进行检查，发现所有的对照
组均为培养阳性，而治疗组均为阴性，因此证实NND-502为一种有效的局部抗癣病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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