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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学科之一，也是高等医药院校学生必修的一门临床基础课
。
本次组织多所学校老师共同编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学微生物学》（第二
版），主要供临床、基础、预防、检验、口腔、药学、护理等专业学生使用。
　　本教材遵循“三基”（即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五性”（即思想性、科学性、启
发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原则，密切结合医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进行编写。
我们对教材内容的选编、编排形式等方面作了改革，本书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结合目前我国微
生物感染所致疾病的流行特点，对常见病原微生物及近年来新现和再现感染性疾病及其病原体进行重
点介绍，删除了部分陈旧内容。
　　第二，在编排形式方面，根据本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教学规律，把医学微生物学分为细菌学、病毒
学和真菌学三篇，在重点介绍各类微生物共性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不同微生物的特点，有利于学生进
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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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学微生物学（第2版）》的主要特点有：第一，
结合目前我国微生物感染所致疾病的流行特点，对常见病原微生物及近年来新现和再现感染性疾病及
其病原体进行重点介绍，删除了部分陈旧内容。
第二，在编排形式方面，根据本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教学规律，把医学微生物学分为细菌学、病毒学和
真菌学三篇，在重点介绍各类微生物共性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不同微生物的特点，有利于学生进行纵
向和横向的比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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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microbiology）主要研究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病原微生物的基本生物学特性、
致病机制、检测方法，机体的抗感染免疫，以及相关感染性疾病的防治措施。
可见医学微生物学是一门与临床医学和感染性疾病密切联系的基础学科，掌握了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将为学习临床医学各科的感染性疾病、超敏反应性疾病等奠定基础，在
实际工作中有助于控制和预防感染性疾病。
根据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向是未来的临床医师这一特点，本课程的编写内容力求密切联系临床
医学实际，为其解决临床上与感染有关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防、治问题奠定扎实的临床前基础。
　　医学微生物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受到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人们对传染性疾病的病因、流行规律、致病机制等
不断进行探索，从无知到有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回顾医学微生物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将得到启发，有助于确立研究方向，培养严谨的思维和创新精神
，以促进医学微生物学及其防、治感染性疾病技术的发展。
　　一、微生物学的经验时期在古代，人们只能凭感性认识进行估计或推论传染性疾病的病因及其流
行规律等。
在北宋末年（11世纪初），刘真人就曾提出肺痨病是由小虫引起的。
明隆庆年间（1567年一1572年）我国就有人采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该方法还先后传授到朝鲜、日
本、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16世纪，意大利人Fracastor0（1483年一1553年）提出了传染生物学说，认为传染性疾病在人群间可以
相互传染，其传播方式可分为接触传播、媒介间接传播和空气传播，这一观点至今仍然符合流行病学
规律。
清乾隆年间（18世纪），我国师道南在《天愚集》“鼠死行篇”中就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鼠疫流行的情
况，指出了鼠、鼠疫和人之间的关系。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微生物学>>

编辑推荐

　　医学微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学科之一，也是高等医药院校学生必修的一门临床基础课
。
本次组织多所学校老师共同编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学微生物学》（第二
版），主要供临床、基础、预防、检验、口腔、药学、护理等专业学生使用。
 本教材遵循“三基”和“五性”的原则，密切结合医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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