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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雪，纷纷扬扬。
雪日的北京，银装素裹，清纯，古朴，大器，庄重。
千里之外的黄山与五岳亦是尽显雾凇、云海的美景。
清新的气息、迎新的笑颜，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幸福欢乐，涌动着无限的活力！
今天，“面向21世纪全国卫生职业教育系列教改教材”——一套为指导同学们学、配合老师们教而写
的系列学习材料，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她是全国卫生职业教学新模式研究课题组和课程建设委员会成员学校的老师们同心协力、创造性劳动
的成果。
同学，老师，所有国人，感悟着新世纪的祖国将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由衷地欢欣鼓舞与振奋。
与世界同步，祖国的日新月异更要求每个人“活到老，学到老”，才能贡献到老，终生幸福。
学习的自主性养成、能动性的发挥与学习方法的习得，是现代人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掌握
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进而探索人生与一生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源泉。
面对学习，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三个必须深思的问题，即为什么学？
学什么？
怎么学？
所以，教材的编写老师也必须回答三个相应的问题，即为什么写？
为谁写？
怎么写甲可以回答说，这一套系列教改教材是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培养创新性实用型专业
人才而写；为同学们——新世纪推动卫生事业发展的创新性专业人才，自主学习，增长探索、发展、
创新的专业能力而写；为同学们容易学、有兴趣学，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而写；为同学们尽快适应岗
位要求，进入工作角色，完成工作任务而写。
培养同学们成为有脑子，能沟通，会做事的综合职业能力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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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之一，主要讲述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与免
疫性、特异性检查方法与防治原则。
内容生动，版式新颖，并配有大量图片，易学、易懂、适用、实用而有趣，适于高职5年制护理、英
护、助产、检验、药剂、卫生保健、康复、口腔工艺、影像技术、中医、中西医结合等相关医学专业
教学使用，也适用于其他年制、专业教学以及在职医务工作者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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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微生物学（microbiology）是研究微生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形态结构、生命活动和规律以及与人类
、动物、植物、自然界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是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微生物学工作者应开发、利用有益的微生物，控制、消灭有害的微生物，使微生物学朝向人类需要的
方向发展。
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主要阐述与医学有关的病原及条件病
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免疫性、微生物学检查和防治原则的一门学科。
它是一门基础医学课程，主要包括细菌学、病毒学和真菌学三部分。
学习医学微生物学的目的在于认识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性，掌握病原生物性疾病的防治原则，为学习其
他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尤其是为预防、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发展史微生物学的发展经历了经验时期、实验时期和现代微生物学时期，其中实验微生物学时
期又历经了形态学时期、生理学时期、免疫学时期三个发展阶段。
古代人类虽未观察到微生物，但早已将微生物学知识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和疾病防治中。
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夏禹时代就有仪狭酿酒的记载，北魏（公元386～534）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
中详细记载了制醋方法。
自古以来，民间就有盐腌、糖渍、烟熏、风干保存食物和水煮沸后饮用、病人衣服蒸过再穿以抑制或
消灭微生物。
我国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已广泛应用人痘预防天花。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微生物学>>

编辑推荐

《医学微生物学(修订版)》供高职(5年制)护理、英护、助产、检验、药剂、卫生保健、康复、口腔、
影像技术、中医、中西医结合等相关医学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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