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免疫学及病原生物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医学免疫学及病原生物学>>

13位ISBN编号：9787548102519

10位ISBN编号：7548102518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作者：姜俊 编

页数：2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免疫学及病原生物学>>

内容概要

　　《高等医学职业教育“十二五”重点教材：医学免疫学及病原生物学》分三篇，第一篇为医学免
疫学基础，简述了抗原、抗体、补体，以及各种免疫反应过程和临床应用；第二篇为医学微生物学，
简述了常见的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等微生物的特点、致病作用和防治；第三篇为人体寄生虫学
，简述人体常见寄生虫（蠕虫、原虫、血吸虫、丝虫、虐原虫、滴虫、弓形虫和部分节肢动物等）的
特征、致病以及防治。
内容以科学性为核心，以必需、够用为度，其目的是为以后学习、掌握临床知识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
　　《高等医学职业教育“十二五”重点教材：医学免疫学及病原生物学》也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
高等专科学校护理专业及相关专业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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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体第二节 支原体第三节 螺旋体第四节 立克次体第五节 放线菌第二十章 病毒的生物学性状第一节 病
毒的形态与结构第二节 病毒的增殖第三节 理化因素对病毒的影响第二十一章 病毒的感染与免疫第一
节 病毒的传播方式第二节 病毒感染的类型第三节 病毒的致病机制第四节 抗病毒免疫第二十二章 病毒
感染的检查方法及防治原则第一节 病毒感染的检查方法第二节 病毒感染的防治原则第二十三章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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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轮状病毒第二十五章 肝炎病毒第一节 甲型肝炎病毒第二节 乙型肝炎病毒第三节 丙型肝炎病毒
第四节 其他肝炎病毒第五节 肝炎病毒感染的检测方法及防治原则第二十六章 虫媒病毒及出血热病毒
第一节 虫媒病毒第二节 出血热病毒第二十七章 反转录病毒第一节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第二节 人类嗜T
细胞病毒第二十八章 其他途径感染病毒第一节 人类疱疹病毒第二节 狂犬病病毒第三节 人乳头瘤病毒
第二十九章 朊粒第三篇 人体寄生虫学第三十章 总论第一节 寄生虫与宿主第二节 寄生虫与宿主的相互
关系第三节 寄生虫病的流行与防治第三十一章 肠道寄生虫第一节 肠道寄生蠕虫第二节 肠道寄生原虫
第三十二章 血液及淋巴系统寄生虫第一节 日本血吸虫第二节 丝虫第三节 疟原虫第三十三章 其他部位
寄生虫第一节 卫氏并殖吸虫第二节 华支睾吸虫第三节 阴道毛滴虫第四节 刚地弓形虫第三十四章 医学
节肢动物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常见的医学节肢动物附录：本书所涉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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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掠夺营养　　寄生虫在宿主体内生长、发育及繁殖所需的营养物质均来自宿主，寄生的虫数越
多，对宿主营养的掠夺也越严重。
如蛔虫和绦虫在肠道内寄生，夺取大量的养料，并影响肠道吸收功能，引起宿主营养不良。
　　2.机械性损伤　　寄生虫在宿主体内移行和定居均可造成宿主组织损伤或破坏。
如布氏姜片吸虫依靠强有力的吸盘吸附在肠壁上，可造成肠壁损伤。
如蛔虫幼虫在肺内移行时穿破肺泡壁毛细血管，可引起出血。
有些兼性或偶然寄生虫侵人人体或造成异位寄生。
　　3.毒性和抗原物质的作用　　寄生虫的分泌物、排泄物和死亡虫体的分解物对宿主均有毒性作用
。
如溶组织内阿米巴侵入肠黏膜和肝时，分泌溶组织酶，溶解组织、细胞，引起宿主肠壁溃疡和肝脓肿
。
另外，寄生虫的代谢产物和死亡虫体的分解物又都具有抗原性，可使宿主致敏，引起局部或全身变态
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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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医学职业教育“十二五”重点教材：医学免疫学及病原生物学》系统全面介绍了医学免疫
学及病原生物学相关知识。
内容以科学性为核心，以必需、够用为度，其目的是为以后学习、掌握临床知识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
《高等医学职业教育“十二五”重点教材：医学免疫学及病原生物学》也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
专科学校护理专业及相关专业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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