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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微生物学》（第一版）于2003年出版，5年来，先后印刷8次，印数达2.8万余册，在全国多
所高等医药院校使用。
为适应我国高等学校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从2008年初开始收集素材、征求意见、调整编
委会，着手对教材进行再版，并先后于2008年8月（在上海）和2009年2月（在福州）召开了第二版教
材的编委会和定稿会。
　　第二版教材的编写，我们仍然坚持了“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六性”（
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和“三特定”（特定的使用对象、特定的培养
目标和特定的授课限制）的原则。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第二版教材借鉴了如由Brooks GF、等主编的Jawetz，melnick&Adelbergs Medical
Microbiology（24th edition）等国内、外著名教材的内容精华与编写经验，突出“新（新颖）、精（精
炼）、整（完整）”的特点，注意处理好创新与传承、深度与广度、基础与临床、点与面以及最新进
展与经典理论的关系。
　　从我国实际和学以致用出发，第二版教材内容由原来的36章增加到38章，增加了急性胃肠炎病毒
和真菌学概论两章。
另外还增补了实验室生物安全、抗菌药物种类与作用机制、肠球菌属等章节，调整或（和）充实了噬
菌体、细菌的遗传与变异、细菌的感染与免疫、医院感染、猪链球菌及人禽流感病毒等内容。
本教材尽力解决医学微生物学“易理解、难记忆”以及学习枯燥乏味的问题，有些仅需了解的内容印
成小号字体形式，并在书后附索引、主要参考书目和复习思考题，增加可读性，以提高学习的兴趣和
效果，达到教师愿意教、学生乐意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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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系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借鉴了如由Brooks GF等主编的Jawetz，Melnick&Adelberg's Medical
Microbiology（24th edition）等国内、外著名医学微生物学教材的内容编写而成。
全书分细菌学、病毒学和真菌学共3篇（38章），主要介绍了常见的各种病原性细菌（包括螺旋体、衣
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和放线菌）、病毒和真菌的形态结构、遗传变异、感染与免疫以及诊断和特
异防治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急性胃肠炎病毒和真菌学概论两章，还调整充实了有关实验室生物安全
、抗菌药物种类与作用机制、肠球菌、噬菌体、细菌的遗传与变异、细菌的感染与免疫、医院感染、
猪链球菌及人禽流感病毒等内容。
在编写形式方面，增加了专业英语单词的词汇量，并在每章前附有英文摘要，每章后附有复习思考题
，供双语教学和学生复习时参考。
有些仅需了解的内容印成小号字体形式，并在书后附有索引、主要参考书目，以增加可读性。
    本书可供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五年制、八年制）、口腔医学、预防医学、法医学、护理学（五
年制）等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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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细菌学　　第二章　细菌的形态与结构　　第三节　细菌的形态学检查　　细菌的形态
学检查包括对细菌镜下形态和菌落形态的观察。
细菌镜下形态可分为活菌及死菌、染色样本及非染色样本。
镜下形态观察对某些细菌感染有诊断意义。
菌落形态的观察则需在临床检验科或专门实验室进行，是细菌培养鉴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镜检观察细菌特征的种类　　普通光学显微镜或附加暗视野集光器、相差、荧光装置等附件
，放大1000～2000倍，即可满足细菌细胞形态和与相应抗体特异结合反应的观察要求。
　　（一）观察染色性和特殊结构　　G+菌和G-菌对不同药物的敏感性不同，可初步帮助选择细菌
性感染治疗药物；抗酸染色多用于分枝杆菌属（结核、麻风）的实验诊断。
有些细菌细胞质中有独特的异染颗粒，用其特殊染色后观察可作为诊断的依据。
样本染色后镜下观察和描述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细菌的大小、形状、排列、有无荚膜、鞭毛、芽胞等特
殊结构等。
　　（二）观察活菌动力特征　　有鞭毛的细菌具有动力，单鞭毛的细菌比周毛菌运动快，如霍乱弧
菌镜下呈活泼运动。
常用不染色的压片法或悬滴样本法。
用暗视野显微镜观察，效果更佳。
除霍乱弧菌、弯曲杆菌等细菌外，其他病原菌中的梅毒苍白密螺旋体、钩端螺旋体特有的形态和运动
方式，对临床诊断有意义。
　　（三）镜下免疫反应　　利用抗原抗体免疫学反应原理与细菌形态相结合。
例如，有荚膜细菌滴加特异抗体后出现荚膜肿胀（如炭疽杆菌），称荚膜肿胀试验；有动力的细菌滴
加特异抗体后，于3～5 min内细菌停止运动并产生凝集，动力消失为制动试验。
此外，还可使用荧光抗体或酶标抗体染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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