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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科学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又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学科学依赖于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
基础医学教育与临床医学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医学教育学家和广大临床医学工作者多年关注而尚未很
好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尽管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教育体系，但基础医学教材主要依
靠基础学科专家编写，教学计划分为基础教学和临床教学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使基础医学和临床医
学教学在时间和讲授方面易于脱节，难以体现各学科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全面掌握医学科
学知识甚为不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展与国外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
距，特别是基础医学研究差距较大，临床医学的发展与国外比较接近，甚至某些方面还具有优势，但
我们临床中所用的药物、诊断仪器与试剂大都来自国外，我国的临床医生能够从解读生命现象的本质
和疾病的发展规律人手从事临床医学实践活动者较少，中、青年医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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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力求从临床医生的角度对临床微生物学相关的知识、理论进行系统描述；结合“临床基础医学精读”
系列的要求，体现“精读、创新、贴近临床”的原则。
全书共有三篇3、章。
第一篇是临床微生物学概论，包括10章，分别叙述微生物分类、微生态、微生物免疫、微生物检测及
标本处置、院内微生物感染、真菌感染、抗微生物治疗和微生物耐药等；第二篇是全身感染性疾病的
临床微生物学，由㈠章组成，包括感染性发热、急性感染病、新发传染病的微生物学，以及严重感染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的微生物等；第三篇为临床微生物学各论，包括、。
章，分别是呼吸、消化、心血管、性病泌尿、神经、血液、皮肤肌肉等系统感染，以及眼、耳、鼻、
喉感染等的微生物学。
《临床微生物学》的目的是为临床医生而编写，也可作为医学本科生、研究生、微生物学相关教师以
及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研究、检验和临床护理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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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皮肤黏膜假丝酵母菌病。
糖尿病酮中毒患者因体内铁浓度过高，易发生毛霉病。
6.肿瘤肿瘤为消耗性疾病，放疗、化疗的实施会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削弱了机体免疫功能，加之住院
期间频繁地侵人性操作破坏了机体天然屏障，较易发生医院内深部真菌感染。
恶性肿瘤患者深部真菌感染的病原菌中一般为白假丝酵母菌，其次为热带假丝酵母菌、其他假丝酵母
菌、毛霉菌属、曲霉菌属等。
7.其他因素长期住院和完全依赖输入营养维持生命的患者也是导致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静脉高营养液多是高渗透性的溶液，有利于白假丝酵母菌生长，而且输液也易于将皮肤上的真菌带进
血液循环，静脉穿刺、血液透析、各种导管及介人性诊疗，破坏人体的天然免疫屏障，也是深部真菌
感染的重要原因。
（二）深部真菌感染的治疗原则近年来，医院真菌感染是患者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由于对真菌感
染的经验性用药，使得深部真菌感染的流行病学性状开始发生改变，非白假丝酵母菌有取代白假丝酵
母菌感染而占主流的趋势。
目前所需注意的原则是：1.合理使用抗生素与其他药物合理使用广谱抗菌药物，尽可能不用或少用抗
菌药物和免疫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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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微生物学》：临床基础医学精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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