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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积极推进高职高专课程和教材改革，开发和编写既能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又能对培
养高级技能型人才实用、够用和好用的课程和教材，针对高职高专护理人才培养目标和护士执业资格
考试的要求，我们结合教学实际和近几年不同学校的教学探索和经验编写了此书。
　　高等职业教育有别于本科的学科型教育，也有别于中等职业教育，其突出特点是强调教育目标的
职业性和技术的高级应用性。
在编写中力求突出。
“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讲透，难点、要点讲够，新知识、新进展点睛不漏；坚
持贴近岗位、贴近学生、贴近社会的原则；有利于学生学、老师教，力求让使用本书的读者感到重点
突出、难点清楚、发展点能切入。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按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多年的教学经验把医学微生物学知识放在最前面、医学免
疫学知识居中、人体寄生虫学知识放在最后，这样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既有利于学生学又有利于教师
教还有助于自学。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医学微生物学前五章主要介绍基础知识；第六章到第十二章主要介
绍临床常见致病菌的主要特点和致病性及所致疾病；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简要介绍其他微生物；第十
八章到第二十四章主要介绍常见病毒的基本特性、致病性和免疫性、所致疾病及防治原则。
第二部分医学免疫学前六章主要介绍基础知识；第七章到第八章主要介绍免疫学在临床的实际应用。
第三部分人体寄生虫学主要介绍基础知识和常见寄生虫病的感染机制和防治原则。
　　本书可供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助产、康复、药剂及医学影像技术等相关医学类专业学生，从
事病原生物和免疫学基础教学的新教师，初级职称护理人员学习的参考。
我国地域辽阔，编者单位受限虽有代表性但很难完全满足大家需要，各院校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
整内容增减学时因地制宜使用好本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各编者单位的领导和同道们的鼎力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因编者水平有限、时间紧迫，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使用此书的老师和同学们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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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依照教育部[2006]16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特点，根
据《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和课程特点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医学微生物学主要介绍了基础知识、临床常见致病菌的主要特点和致病
性及所致疾病、常见病毒的基本特性、致病性和免疫性、所致疾病及防治原则。
第二部分医学免疫学主要介绍了基础知识及免疫学在临床的实际应用。
第三部分人体寄生虫学主要介绍了基础知识和常见寄生虫病的感染机制和防治原则。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适合医药高职教育及专科、函授及自学考试等相同层次不同办学形式
教学使用，也可作为医药行业培训和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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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医学德生物学　　第一篇 细菌学基础　　第五章 细菌的感染和免疫　　第三节 机体的
抗菌免疫　　机体的抗菌免疫是指机体抵御细菌感染的能力。
病原菌侵入人体后，首先遇到的是机体非特异性免疫的抵御，一般经7-10天机体才产生特异性抗体，
然后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免疫相互配合，共同发挥抗菌免疫作用而杀灭病原菌。
　　一、非特异性免疫　　非特异性免疫又称先天免疫，是人类在长期的种系发育和进化过程中，逐
渐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天然防御功能。
其特点是：①生来就有，受遗传基因控制，并能传给后代；②人人都有，个体差异不明显；③对抗原
无特异性，对各种细菌均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不因相同细菌或其他抗原的刺激而增强。
非特异性免疫主要是由机体的屏障结构、吞噬细胞和体液中的抗微生物物质等三大因素组成。
　　（一）屏障结构　　1．皮肤与黏膜屏障（体表屏障）　　①机械阻挡与排除作用：皮肤与黏膜
是保护机体的外部屏障，是阻止细菌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只有当皮肤或黏膜受损时细菌才能侵入。
②分泌杀菌物质：皮肤和黏膜可分泌多种杀菌物质，如皮肤汗腺分泌的乳酸、皮脂腺分泌的脂肪酸、
黏膜分泌的溶菌酶、胃酸、蛋白酶等都有杀灭细菌的作用。
③正常菌群的拮抗作用：寄居于皮肤和黏膜的正常菌群对某些病原菌有拮抗作用，如肠道中大肠埃希
菌的大肠菌素和酸性产物能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痢疾志贺菌的生长。
机体约有80％的感染首先发生在黏膜，所以黏膜免疫在抗菌免疫中日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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