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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贯彻教育部对“十一五”期间教材建设的要求，本教材
在总结第六轮教材编写和使用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的原则依然是遵循五年制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体现教材延续性的基础上，本教材进行了如下修订：1.增加了部分新现和再现寄生虫的内容，如广
州管圆线虫，徐氏拟裸茎吸虫。
2.为适应各校五年制本科教学的学时数和教学计划，对医学昆虫学的内容进行了部分精减。
3.鉴于肺孢子虫分类地位的重新认定并明确归类为微生物，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教材不再赘述。
4.为更好地配合教材内容，对部分插图进行了更新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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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总论人体寄生虫学（human parasito1ogy）又称医学寄生虫学（medica1 parasito1ogy），是研究
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寄生虫的形态结构、生活活动、生存繁殖规律，阐明寄生虫与人体和外界环境因素
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也是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基础课程。
人体寄生虫学的内容包括医学原虫、医学蠕虫和医学节肢动物三部分。
第一章 引言一、寄生虫对人类的危害寄生虫对人类的危害包括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影响。
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寄生虫所引起的疾病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公共卫生问题。
197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特别规划署（UNDP/World bank/WHO Special
Program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TDR）联合倡议要求重点防制的主要热带病有：
疟疾（malaria）、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丝虫病（filariasis，包括淋巴丝虫病和盘尾丝虫病）、
利什曼病（leishmaniasis）、锥虫病（trypanosomiasis，包括非洲锥虫病和美洲锥虫病）和麻风（leprosy
）。
除麻风外，其余的都是寄生虫病。
根据疾病的负担和流行现状，2000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结核和登革热，统称10大热带病。
WHO（1999年）报告，全球疟疾每年的发病人数达3亿～5亿，感染血吸虫的人数为2亿，感染淋巴丝
虫的人数为1.2亿，感染利什曼原虫的人数为1 200万，感染盘尾丝虫的人数超过8 500万，拉丁美洲感染
美洲锥虫的人数为1800万。
估计每年因疟疾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其中大部分是儿童，非洲每天有3 000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疟
疾（2002年），平均每30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疟疾而死亡；因利什曼病而死亡的人数为5.9万；因血吸
虫病而死亡的人数为1.5万；因非洲锥虫病而死亡的人数为5万；因美洲锥虫病（恰加斯病，chagas
disease）而死亡的人数为1.3万；因登革热而死亡的人数为2.1万；因淋巴丝虫病而致残的人数达4 000万
。
此外，肠道寄生虫感染也十分严重，特别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农业地区，据估计全球有13亿人
感染蛔虫，13亿人感染钩虫，9亿人感染鞭虫，阿米巴感染者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蓝氏贾第鞭毛
虫的感染人数达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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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
划教材·人体寄生虫学(第7版)(附盘)》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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