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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医药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供药学检验影像及其他非临床专业使用）：基础医学概论》
根据教育部对全国医药院校非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学要求，由相关基础课程的教学专家编写，将人体解
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及免疫学等多门学科融为一体。
分15章系统介绍了人体基本组成、机体疾病学、运动系统、脉管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
统、泌尿系统、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及人体新陈代谢
等内容，并配以380余幅插图。
《全国医药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供药学检验影像及其他非临床专业使用）：基础医学概论》内容
简明扼要，系统全面，体现了当前高职高专医药院校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果，可供药学、检验、影
像等非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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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第三节 呼吸系统病理 一、慢性支气管炎 二、肺炎 三、呼吸衰竭 四、缺氧 第8章 消化系统 第一节
消化系统形态结构 一、消化管 二、消化腺 三、腹膜 四、肝代谢 第二节 消化系统生理 一、消化 二、
吸收 三、消化器官活动的调节 第三节 消化系统病理 ⋯⋯ 第9章 人体的新陈代谢与基因信息 第10章 泌
尿系统 第11章 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 第12章 感觉器官 第13章 神经系统 第14章 内分泌系统 第15章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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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①形态特征：4种疟原虫各期形态各有不同，现以间日疟原虫为例描述如下：薄血
膜姬氏染色后，疟原虫细胞核染成红色，细胞质为蓝色，代谢产物疟色素为棕黄色。
a.环状体。
蓝色的细胞质纤细呈环状，中间为一空泡，红色的细胞核位于一侧，整个虫体形似一枚镶有红宝石的
戒指，故称为环状体。
b.滋养体。
虫体明显增大，细胞核变大但未分裂，细胞质增多，形状不规则，常含1个或数个空泡。
虫体细胞质中出现疟色素和薛氏点。
c.裂殖体。
虫体逐渐变圆，空泡消失，疟色素增多，细胞核开始分裂成数个，但细胞质尚未分裂，为未成熟裂殖
体；当细胞质也随之分裂，一团细胞质包绕1个核，形成相应数量的裂殖子，为熟裂殖体。
d.配子体。
为疟原虫的有性期呈圆形或椭圆形，1个细胞核，细胞质增多但无伪足，内有均匀散在的疟色素。
 ②生活史：4种疟原虫的发育过程基本相同，包括人体内和蚊体内2个阶段。
 在蚊体内的发育：当雌性按蚊刺吸患者时，吮吸了含配子体的血液而受染。
雌、雄配子体发育成雌、雄配子，雄配子钻人雌配子体内结合成合子，再发育为动合子，动合子在蚊
胃弹性纤维膜下形成卵囊，卵囊继续发育进行孢子增殖，形成数以万计的子孢子。
子孢子胀破卵囊，经血、淋巴到达唾液腺发育成熟，当受染按蚊再次叮咬人时，子孢子随唾液进入人
体。
 ③在人体内的发育：子孢子随蚊唾液进入人体，很快随血流侵入肝细胞。
子孢子在肝细胞内进行裂体增殖，发育成成千上万个裂殖子。
裂殖子成熟后离开肝细胞侵入红细胞，开始红内期的发育。
裂殖子经历环状体、大滋养体、形成红内期裂殖体，成熟后破裂释放出更多的裂殖子，进入其他红细
胞，重复其红细胞内期的裂体增殖过程。
红内期的裂体增殖时间与疟疾的发作密切相关。
疟原虫经几代裂体增殖后，部分裂殖子侵入红细胞后不再进行裂体增殖而是发育成雌、雄配子体。
配子体成熟后出现在外周血液里，必须进入按蚊体内进一步发育，如果不能进入按蚊体内，经过30
～60d就会衰老死亡。
间日疟和卵形疟可呈休眠状态持续存在于肝细胞内，称休眠子，可经数月或数年才开始红外期裂体增
殖，是疟疾复发的根源。
 ④致病：红细胞内期为疟原虫的主要致病阶段。
子孢子侵人人体后到疟疾发作前，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包括红外期原虫发育的时间和几代红内期
裂体增殖达到一定数量所需的时间。
红内期的疟原虫经过几代裂体增殖后，血中虫体密度达到发作阈值，引起疟疾发作。
疟疾的一次典型发作包括寒战、发热和出汗退热3个连续阶段。
疟疾初次发作停止后，患者没有重新感染，体内残存的红内期疟原虫在一定条件下重新大量繁殖再次
引起疟疾的发作，称为再燃；疟疾初发患者红内期疟原虫已被消灭，未经蚊媒传播感染，由肝细胞内
迟发型子孢子经过一段时间休眠后进行裂体增殖，引起疟疾发作，称为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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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医药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基础医学概论(供药学、检验、影像及其他非临床专业使用)》内容
简明扼要，系统全面，体现了当前高职高专医药院校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果，可供药学、检验、影
像等非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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