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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兽共患病》共分10章，第1章介绍人兽共患病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特点；第2章介绍
病原生物学基础知识，重点介绍病原微生物的结构和功能；第3章介绍病原微生物与宿主之间的感染
与抗感染的基本理论及知识；第4章介绍人兽共患病的综合防制原则；第5-10章系统地介绍由病原微生
物或媒介引起的146种人兽共患病的特征，包括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
及综合防制措施等基本特征与技术；在附件部分，还收录了与人兽共患病防治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
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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