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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概括了我国的动物流行病学工作者超过半个世纪的鼠疫预防与控制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工作成果。
全书由上下两篇组成。
上篇介绍了鼠疫动物流行病学的基本理论——自然疫源地学说，基本工作形式——疫源地调查与动物
病监测，以及在这些工作中经常使用的技术方法，并使这些引入的技术带上动物流行病学的特色。
下篇介绍我国的鼠疫工作者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分布在我国广阔土地上的12种类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鼠疫在这些疫源地中的流行规律，作为鼠疫主要宿主的啮齿动物，以及作为鼠疫主要媒介的节肢动
物的生物学与疾病特征。
    本书是我国鼠疫研究工作者的必备读物，也可以供卫生行政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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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鼠疫动物流行病学概论　　第一章　自然疫源地　　20世纪初，苏联学者巴甫洛夫斯基提
出了一种概念：当某种疾病在自然界并不依靠人类及人类的活动而存在时，这类疾病称为自然疫源性
疾病。
这一理论强调，自然疫源性疾病是非常古老的疾病，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在自然界中出现，人类只
是偶然地介入了自然界中的疾病循环，才有可能发生感染。
这一概念最初是针对森林脑炎提出的，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包括鼠疫在内的许多疾病，都具有这种性
质。
这样疾病存在的地理空间，称为自然疫源地。
　　所有的自然疫源性疾病，都通过一定的媒介，发生在一定的宿主动物之中。
只有在存在这些种类的动物、节肢动物以及支持病原微生物、宿主和媒介生存的自然条件的地理区域
之内，这样的疾病才能发生。
因此，自然疫源地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空间概念，而是指存在于相应地理空间中的生态系统。
　　鼠疫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疫的自然疫源地就是一类支持这种疾病存在的、独特的生态系
。
在地球上荒无人烟的地方，同样可以存在鼠疫。
疾病通过一些种类的跳蚤，在野生啮齿动物中往返传播。
在人类开发一片又一片处女地的过程中，曾经多次遭遇这样的疾病，受到感染甚至发展成世界规模的
严重流行。
化石研究表明，旱獭等种类的啮齿动物在地球上的出现远远早于人类，由此推测，可能在人类尚未出
现的时候，鼠疫就已经在啮齿动物中流行。
　　疾病自然疫源性的观念逐渐地被世界上的其他学派所接受，自然疫源地的英文名称natural foci就是
从俄文演化来的，使用复数的意思是强调所有疾病的疫源地都是由许多微小的点状结构组合而成。
然而，在接受了这种观念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所有人兽共患病的疫源地都有类似的性质，包括那些紧
密依靠人类存在的动物，如家鼠或家养动物中的疾病。
这样，自然疫源地学说中的“自然”性质，反而逐渐被淡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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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物流行病学是衔接动物间传染病的病原理论与人类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实践的中间学科。
这一学科，主要研究探知在动物间传播的疾病，以及发现这类疾病流行规律的方法。
这构成了本书的上篇：着重介绍鼠疫的自然疫源地理论；了解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要方法——疫源地
调查和动物病监测，以及在这两种工作方法中经常使用的技术手段。
　　目前对我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认识，构成了本书的下篇：主要介绍了在我国已经探明的12种类型
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流行规律，以及在这些疫源地中，保持与传播鼠疫的主要宿主与媒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鼠疫动物流行病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