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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经典著作《兽医微生物学》的第二版（第一版于1999年出版），阐述了兽医微生物学的基本理
论，详细介绍了细菌和真菌、病毒的病原、流行病学、致病机制、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
全书分为导言、细菌和真菌、病毒和临床应用4部分，共74章。
本书注重经典理论与新的进展、实际应用的有机结合，内容翔实、实用性强。
    本书可供从事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技术
人员、教学人员及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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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8.1.4 细菌性干扰　　一旦正常菌群建立起来，就会使动物对致病性病原体产生非常有效的防御
。
“集群抗性”有效性的一个例子就是通过含有正常的微生物茵群的“鸡尾”，从家禽肠道排除沙门氏
菌。
“集群抗性”的破坏使动物潜在靶细胞受体暴露的危险性增加，并且破坏调控包括具有病原潜力菌株
的兼性寄生性病原体数量的机制。
构成口腔和结肠主体的正常菌群的产物，尤其是厌氧菌，对控制病原体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参考下文68.2 ）。
　　68.1.5 免疫防御　　初乳使新生儿获得被动保护。
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对于病原体的黏附素上的抗原决定簇是特异的，并与这些结构联合，阻止病原体
附着到靶细胞上。
被动运输的失败和由此引起的这些保护性免疫球蛋白的缺失，是导致新生儿肠道感染易感性升高的主
要原因。
　　消化系统激活的免疫防御机制依赖于巡逻噬菌细胞和体液与细胞间接免疫。
在固有层，可以发现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浆细胞和淋巴细胞，表明存在连续的监督活性。
受到潜在病原的刺激后，产生炎症介质和趋化因子，并且导致额外的炎症细胞汇集。
作为机体黏膜免疫系统的一部分，肠道相关淋巴样组织（GALT）由Peyer结里的淋巴组织和固有层的
淋巴细胞组成。
覆盖Peyer结滤泡的微皱褶细胞（M细胞）在免疫系统的抗原摄取中发挥作用，但是也可能为某些病原
体提供人口。
GALT和消化系统摄取抗原的作用不仅仅是局部的，而且是通过黏膜免疫系统使整个宿主受益。
提供针对层降解抗性的分泌型IgA和相关的分泌部分，在调理和中和作用中发挥作用。
特异的IgM也参与其间。
　　通过促进淋巴滤泡的发育，共生病原体在胃肠道黏膜免疫系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与针
对共生病原体的反应相比，免疫系统对病原微生物的反应更强。
这可能是由于病原体更紧密地黏附到黏膜细胞或共生病原体上，由于共生时间更长，通过阻止前炎症
反应调节免疫反应。
对正常共生菌的不合适的炎症反应被认为是人炎症性肠病的潜在因素。
　　在消化道的某些部分，正常菌群是维持宿主先天监控系统所必需的。
例如，对口腔来说，牙周微生物刺激促进中性粒细胞向细菌／上皮界面迁移的白细胞介素-8（IL-8）
梯度的形成。
因此，这些口腔牙龈缝隙中的共生微生物群落为抵抗潜在口腔病原体提供了有效监控。
　　作为消化系统的附属器官，在将病原体从血液中排除的过程中，肝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宿主这种先天防御由中性粒细胞一柯弗氏细胞复合物（肝常住巨噬细胞）的相互作用完成。
　　68.1.6 其他抗微生物产物　　除了提供重要的冲刷作用，唾液还含有一些潜在的抗微生物物质，
包括抗体、补体、溶菌酶、乳铁传递蛋白、过氧化物酶和防御素。
在肠内，胆盐和抗菌肽限制并影响微生物的组成。
肠道细胞（如Paneth细胞）产生α-防御素和β-防御素。
来自胰腺的铁传递蛋白和过氧化物酶可能也会影响肠道内细菌的生长。
除了初乳里的抗体，乳铁传递蛋白和溶菌酶等其他因素，对新生儿的消化系统提供另外的保护。
　　68.2 消化系统的微生物菌群　　微生物群落是消化系统综合生态环境的一部分。
除了抵御病原体，正常菌群在宿主生理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包括促进肠功能性茸毛的形成、营养
的合成（如维生素K），以及通过降解分泌型糖蛋白，影响功能性肠黏液的浓度。
　　68.2.1 建立　　宿主和细菌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形成了由成千上万个小生境组成的生态系统，每个
小生境生存着适合此处而不适合他处的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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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预期的小生境居住者的表面受体提供黏附素，宿主建立正常菌群。
小生境居住者是竞争此特定部位的胜利者。
　　在从产道分娩之前，胎儿是不携带微生物的。
胎儿从产道获得微生物，出生后，从外界环境中获得微生物。
幼畜的直接环境充满了母畜和其他动物排出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被摄取，竞争小生境，并逐渐成为
正常菌群的一部分。
在出生后几天到几个月之间，由于不同菌群间的相互作用、宿主小生境和饮食的变化，菌群是不断变
化的。
在小生境水平，饮食影响营养环境，从而影响能成功竞争这些营养的微生物的种类。
在整个生命中，其他多种因素（如宿主的成熟、老化和相应的变化）影响了宿主的正常菌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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