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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病原生物学》于2002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为了学科的发展，体现时代
的特征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应人民卫生出版社约请，进行了再版修订工作。
    病原生物学是研究人类疾病中生物性病因或病原体生物学的科学，是一门基础医学课程。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医学微生物学和人体寄生虫学中涉及的各类病原生物的生物学特征，与宿主及外界
因素的相互关系，致病因子及致病机制，实验室诊断和检测方法，所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特点，以及
预防和控制原则。
本教材适用于医药院校各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
    教材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的重要保证，本次修词工作继承、更新和
拓展了原版的编写宗旨、内容和特点，力求做到保持病原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又反映学科的进
展和新成就，以适应当前教育改革和疾病防治的需要，力争做图文并茂、重点突出，文字以大小字排
版，有助于扩大知识面，以利于读者自学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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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总论第一章 引言第一节 病原生物学的定义、范围和内容病原生物学（pathogenbiology）
是研究人类疾病中生物性病因或病原体生物学的科学，是一门基础医学课程。
生物性病原体，或称病原生物可引起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感染病或传染病。
病原生物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经典医学微生物学和人体寄生虫学中涉及的各类病原生物的生物学特
性、与宿主及外界因素的相互关系、致病因子及其作用、致病机制、实验室诊断方法、所致疾病的传
播和流行特点，以及预防和控制的原则。
病原生物学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microbiology）和人体寄生虫学（hunlanparasitology）分别覆盖
的范围和内容整合为一体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专业。
病原生物的种类繁多，按其大小和结构的复杂程度，依次为病毒、细菌（含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
体、螺旋体和放线菌）、真菌、原虫、蠕虫和节肢动物。
每一类病原生物均有其各自的分类系统，但在生物学等级分类系统中，除病毒外，可将其归入4个“
界”（Kingdom），即真细菌界（Eubacteria）、真菌界（nmgi）、原生生物界（Protista）和动物界
（Animalia）。
“种”是生物学等级分类系统中最基本的单位。
每一种病原生物均按林奈（Linnaeus）建立的双名法系统命名，以拉丁文表达，“属”（genus）名在
前，用主格（名词），首个字母为大写；“种”（species）名在后，用所有格（形容词）。
例如溶组织内阿米巴的学名为EntamoebahistolyticaSchaudinn．1903，大肠埃希菌的学名为Escherichiacoli
。
各类病原生物因其各具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及与宿主的相互关系，通常可将其分为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
予以讨论，即细菌学（bacteriology）、病毒学（virology）、真菌学（mycology）、原虫学
（protozoology）、蠕虫学（helminthology）和节肢动物学（arthropodology）或昆虫学（entomol-ogy）
，这也是本书各论的结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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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病原生物学(第2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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