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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是以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新一轮《全国中等卫生职业
教育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2007年5月出版）为主要依据，结合目前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特点而组织编
写的。
　　本书在编写内容上紧紧围绕护理人才的培养目标，以“必需、够用”为原则，注重为岗位需求和
后续课程教学需要服务。
教材内容的选择注重四个结合：一是经典内容与现代内容相结合；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是科学
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四是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针对中职中专学生的特点，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本书还具有以下特色：①每章开头
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以便学生能抓住学习重点；②版面上增加相关“知识链接”，以拓展学生的
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③每章配有内容小结和能力检测题，帮助学生掌握重点内容，把握各知
识点之间的联系，便于学生巩固知识，提高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包括四篇，第一至第三篇分别为免疫学基础、医学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为理论部分，
第四篇为实验指导。
理论课突出实用性，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适当降低了知识难度；实验课紧紧围绕护理专业职业特点
，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全书重点突出，文图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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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工学结合“十二五”规划教材。
    本书包括免疫学基础、医学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和实验指导四篇，共30章。
    本书针对中职中专学生的特点，注重“三基五性”(“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五性”即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准确阐释重要概念
和知识，重视插图的作用；章节编排格式有新意，章前的学习目标与章后的小结、能力检测题相呼应
，使学生易于抓住重点，并与护士执业考试相联系；教材内容可满足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病原生物与免
疫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本书适用于三年制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学生，也适用于其他医学相关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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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寄生虫病流行的基本环节　　1.传染源　　传染源是指被寄生虫感染的人或动物，包括患者
、带虫者、保虫宿主等。
　　2.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是指寄生虫从传染源传播到人体的过程。
人体常见寄生虫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经口感染多数寄生虫经食物、饮水等方式进入人体，如人经口食人蛔虫感染性虫卵而感染
。
　　（2）经皮肤黏膜感染有些寄生虫的感染阶段可通过皮肤、黏膜钻入而引起感染，如钩虫。
　　（3）经媒介节肢动物感染有些寄生虫需要在节肢动物体内发育至感染阶段，经节肢动物叮咬人
体吸血而引起感染，如丝虫等。
　　（4）经接触感染有些寄生虫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方式进入人体引起感染，如阴道毛滴虫。
　　（5）经胎盘感染如刚地弓形虫可由妊娠母体经胎盘感染胎儿。
　　（6）其他途径有些寄生虫可由其他途径感染人体，如输血感染、空气感染、自身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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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念先进，紧跟教改思路　　教材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岗位需求为标准的原则
，按照技能型、服务型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目标编写，体现“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基于工
作过程”的课程模式。
　　中职特色，符合教学实际　　本教材内容充分体现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的特色，严格以新教学计划
和教学大纲为纲领，贴近学生、贴近岗位、贴近社会，力争最大程度地符合中职教学实际。
　　紧扣大纲，密切联系执考　　紧扣护士执业考试大纲，全面覆盖相关知识点。
“能力检测”采用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模拟题，让学生熟悉相关考试内容，搭建执业证书绿色通道。
　　案例教学，突出技能培养　　案例教学，强调以临床病例为切入点，突出真实的临床情景，寓实
践于课堂理论教学之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致力于培养技能型高素质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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