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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沿袭半个多世纪的《兽医传染病学》的提法，更名为《动物感染症》，更科学、更接近国际
同行的观点。
总论融入了最新的感染、防御机制以及疾病综合防控理论和技术，并按照传染病危害程度分类的世界
统一标准与有关动物疾病的法律、法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各论简明扼要，突出疾病分类与类症鉴别诊断，便于读者领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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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感染症和传染病】　　病原微生物侵入动物机体，并进行增殖而导致的疾病称为感染症。
感染症常与传染病这一概念混同使用。
传染病是动物和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重笃感染症，但感染症不一定在动物之间互相传播。
所有的传染病都是感染症，然而感染症不一定都是传染病。
　　例如，猪感染且表现高病死率的猪瘟是传染病，而经芽孢污染的土壤感染的破伤风或经食品感染
的细菌性中毒性疾病，虽然是感染症，但在动物之间不能相互传播，因此不能称之为传染病。
　　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很深的伤痕，其中最具恐怖性的传染病是黑死病，即鼠疫。
但是，多数传染病随着抗生素和疫苗的研发及卫生环境的改善而得以控制。
因此，最近不太使用传染病这一词，而常用感染症一词。
不仅在医学领域，而且在兽医学领域也同样如此，自古以来对畜牧生产危害最严重的也是家畜传染病
，如传播力极强的牛瘟和口蹄疫。
21世纪的今天仍有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一旦流行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可见，家畜传染病不仅在动物之间传播，而且也危及人类。
第一节 宿主和病原体的关系微生物（细菌和病毒等）感染动物宿主的过程称为宿主和寄生体关系
（host_parasiterelationship）。
微生物的感染是通过宿主（动物）和寄生体（微生物）两种不同生物间相互作用而发生的。
就宿主和寄生体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都获得利益的称为共生，而寄生体单方获得利益的为寄生
。
　　现在可以说，在地球上的生物中，根本不存在不感染感染症的生物。
地球上生命诞生后感染症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呢？
　　众所周知，无论是细菌还是比其小的支原体都会感染病毒，比细菌大得多的细胞生物也免不了病
毒感染。
病毒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年代尚不清楚，但认为是地球上出现生命前的大约40亿年，细菌感染已
就在很早的古代开始出现。
多细胞生物（宿主）在地球上出现早期就开始受病毒和细菌感染，且在与其相互斗争的过程中进化（
称为共进化）而来。
　　美国生物学者马古利斯（LinnMagulis）提倡，所有复杂的多细胞生物是吸收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进
化而来的，也就是从寄生至共生这一学说。
作为共生的例子，真核生物具有利用氧气不可缺少的细胞器--线粒体，这种线粒体是细菌感染真核生
物并进化的过程中共生的结果。
地球上作为最初的生命体而出现的原核生物即细菌类古细菌是在厌氧条件下通过发酵而获得能量的，
但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的出现产生大量的氧气，这对厌氧性古细菌成为不利的环境。
因此，促使利用氧气产生能量的需氧性细菌寄生的细胞器就可能是线粒体，这就是马古利斯共生学说
。
这种线粒体在真核生物中保留至今。
这一事实说明，细菌感染早已从单细胞生物时代开始。
无论是宿主还是寄生体，也许是通过共进化过程从对立逐渐转变为适应的状态。
　　病原微生物的宿主和寄生体的关系就是微生物怎样生存和能否生存的问题。
有关感染症和微生物的主要成就见第十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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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物感染症(第2版)》内容覆盖广，囊括了牛、绵羊、山羊、马、猪、家禽、犬猫、鱼类、兔、猴、
啮齿动物、水貂、蜜蜂、鸟类及野生动物的主要感染症，其中还包括世界各地新出现的动物传染病，
例如牛的珍布拉娜慢病毒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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