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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护理学专业的迅速发展，全日制护理学专业教材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教材体系
日益完善，品种迅速增多，质量逐渐提高。
然而，针对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专业，能够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方便学生自学的
教材，可供选择的并不多。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为了进一步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护理
学专业教材的质量，更好地把握21世纪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以中国医科
大学为主，聘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沈阳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本套教材，由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本套教材编排新颖，版式紧凑，层次清晰，结构合理。
每章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学，告知学生本章需要掌握的内容和重点难点，以方便教师教学
和学生有目的地学习相关内容；第二部分是具体教学内容，力求体现科学性、适用性和易读性的特点
；第三部分是复习题，便于学生课后复习，其中选择题和判断题的参考答案附于书后。
　　本套教材的使用对象主要为护理学专业的高起本、高起专和专升本三个层次的学生。
其中，对高起本和专升本层次的学习要求相同，对高起专层次的学习要求在每章导学部分予以说明。
本套教材中的一些基础课程也适用于其他相关医学专业。
　　为了很好地完成本套教材的编写任务，我们成立了教材编写委员会。
编写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中国医科大学校长赵群教授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中国医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常
务副院长陈金宝教授担任。
编写委员会下设教材编写办公室，由刘强和刘伟韬同志负责各分册协调和部分编务工作等。
教材部分绘图工作由齐亚力同志完成。
　　由于时间仓促，任务繁重，在教材编写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恳请广大教师、学生和读者惠予指
正，使本套教材更臻完善，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更符合现代成人高等教育要求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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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法医学、护理学、药学等专业成人高等
教育五年制本科生为主要对象，综合考虑了全国其他学校病原生物学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科名
称的不确定性，对全书内容重新进行了安排，分为绪论、细菌学、病毒学、真菌学、医学蠕虫学、医
学原虫学、医学节肢动物学等部分。
在内容方面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不仅在每章前增加了导学，指出本章学习的内容、要求、重点及难
点，在每章的结尾增加了复习题以便于学生复习和自主学习，而且大力删减了与培养目标关联较小及
目前罕见或基本消灭的病原体内容，适当补充了新的、成熟的病原生物学方面的重要概念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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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致病性　　1.成虫寄生于人体小肠内，引起肠绦虫病。
患者无明显症状。
但由于头节上具顶突及小钩，对肠黏膜的损伤较重，甚至有少数穿破肠壁引起腹膜炎的病例。
　　2.猪囊尾蚴寄生人体所致囊尾蚴病又称囊虫病，危害远较成虫寄生为重。
它的感染方式有3种。
①自体内感染：如绦虫病患者恶心、呕吐时，由于肠道的逆蠕动，将孕节反人胃中引起感染。
②自体外感染：患者误食自己排出的虫卵而引起感染。
③异体感染：误食他人排出的虫卵引起的感染。
　　囊尾蚴病危害情况因猪囊尾蚴的数量及寄生部位而不同。
人体寄生的猪囊尾蚴常见的顺序为：皮下组织、肌肉、脑、眼、心、肝、肺、腹膜等。
　　人体囊尾蚴病可依其寄生部位分为3类。
①皮下及肌肉囊尾蚴病：猪囊尾蚴位于皮下、黏膜下或肌肉组织内形成结节。
数目可由一个至数千个不等，以躯干较多，四肢较少。
②脑囊尾蚴病：脑囊尾蚴病的症状复杂多样，可全无症状，但也有的极为严重，甚至突然死亡。
③眼囊尾蚴病：猪囊尾蚴可寄生于眼的任何部位，但绝大多数在眼球深部，玻璃体（占眼囊尾蚴病
的40.5％）及视网膜下（占32.7％）。
症状轻者表现为视力障碍，常可见虫体的蠕动，重者可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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