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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对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编写的要求，为满足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
需要，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我们组织编写本教材。
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系列教材之一。
根据本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本教材在吸收、继承和发扬本专业教材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既
遵循“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本原则，又兼顾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新
颖性、适用性的基本要求。
同时，加强基础与临床的联系，以利于学生开阔视野、拓宽思维，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创新的精神。
本教材适用于临床医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法医学、检验、药学等本科专业
和长学制（7年制与8年制）学生使用。
各校可根据医学本科专业、学制以及课时数的不同，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取舍。
全书包括总论、医学原虫、医学蠕虫、医学节肢动物和寄生虫病的诊断技术与治疗药物以及附录等内
容。
采用传统的寄生虫学知识结构体系进行编排，按寄生虫的生物学分类或结构的复杂程度编写教学内容
，以满足实际教学工作的需要。
总论阐述了医学寄生虫学有关的基本概念、寄生虫与宿主的相互关系、寄生虫病感染的特点及其流行
规律与防治原则；各论包括常见人体寄生虫的形态、生活史、致病机制和临床表现、实验诊断、流行
与防治等内容。
教材内容较全、引用资料较新、实用性较强，既可作为医学院校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科书，又可作为
临床医师及卫生防疫等医务工作人员的参考用书。
为了满足双语教学的需要，书中图表采用中英文标注，图文并茂，每章后均有英文小结；书末附有详
细的专业词汇中英文对照，有利于长学制和双语教学的参考。
为了增加教材的实用性，各章后还列有思考题，并在附录中列出了寄生虫学常用的国内外网站和杂志
期刊、专业参考书目，有利于学生深入学习、开展科研探索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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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学寄生虫学》由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博士生导师汪世平
教授主编，来自全国27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第
二军医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的30余位专家、教授共同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5篇18章，包括总论、医学原虫、医学蠕虫、医学节肢动物和寄生虫病的诊断技术与治疗药
物等内容。
教材依据高等医药院校5年制、7年制和8年制培养计划，结合我国国情，重点阐述了我国常见的严重危
害人类健康的寄生虫和重要病媒节肢动物，对国外重要的虫种或具有潜在危害的罕见寄生虫也作了介
绍，涉及人体寄生虫与媒节肢动物100余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寄生虫病常用实验诊断技术与治疗药物
。
为了配合双语教学的要求，本书主要名词概念和重要虫种的生活史采用中、英文表达，中英文标注图
表183幅，另附彩图3幅（内含原虫形态图照52张、蠕虫卵照片17张）。
    本书是“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本科系列教材之一，适合于高等医学院校5年制、7年制和8年
制学生使用，供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法医、检验、口腔、药学等专业使用，也可作为临床医务
工作者、疾病控制与卫生防疫人员以及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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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寄生虫生物学第一节 寄生现象在自然界，两种生物在一起生活的现象非常普遍。
这种现象是生物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称为共生（symbiosis）。
从营养、居住和利害关系看，生物种间的共同生活方式一般可分为互利共生（mutual-ism）、偏利共
生（commensalism）和寄生（parasitism）三种类型。
一、互利共生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双方互相依赖，都能受益称之为互利共生。
互利共生通常是专性的，因为共生的任何一方大多都不能独立生存。
例如白蚁和它肠道中的鞭毛虫，白蚁不能分泌纤维素酶，所以不能消化纤维素，而生活在白蚁消化道
内的鞭毛虫能合成纤维素酶，并能利用白蚁食入的木质作为营养来源，白蚁以鞭毛虫排泄的发酵产物
作为营养，二者互利共生。
二、偏利共生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其中一方从共同生活中获利，另一方不受益亦不受害，双方的关
系仅是空间或生态上的关系，这种关系称偏利共生或称共栖。
有些生物习惯上被认为是寄生虫，实际上是偏利共生的原虫，例如在人结肠内寄生的结肠内阿米巴，
以肠内细菌为食，但不侵入肠黏膜，对宿主既无利也无害。
又例如生活在人口腔中的齿龈内阿米巴，在口腔中以细菌、食物颗粒和死亡的上皮细胞为食，因此齿
龈内阿米巴既不损害宿主的口腔组织，又不被宿主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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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寄生虫学》包括总论、医学原虫、医学蠕虫、医学节肢动物和寄生虫病的诊断技术与治疗药物
以及附录等内容。
采用传统的寄生虫学知识结构体系进行编排，按寄生虫的生物学分类或结构的复杂程度编写教学内容
，以满足实际教学工作的需要。
书中图表采用中英文标注，图文并茂，每章后均有英文小结；书末附有详细的专业词汇中英文对照，
各章后还列有思考题，并在附录中列出了寄生虫学常用的国内外网站和杂志期刊、专业参考书目，有
利于学生深入学习、开展科研探索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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