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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医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医学院校在培养学生时一般都很重视实验教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也是如此。
但在我的印象中，以前都是各学科单独设立实验课程，彼此多有重复。
从内容上看，有相当部分只是理论课上某些结论的印证，学生们往往对着实验指导一步一步往下操作
，实验结束、报告写完，脑子里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近些年来，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围绕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模式
、考核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其中也包括实验教学的改革。
他们在1998年创建了生物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十年来对12门基础医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进行了重组、整
合和改革，打破了“单一课程”、“单一实验室”的原有模式，形成了以机能、形态、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病原与免疫、细胞生物与遗传五个模块和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研究性实验三个层次
所构成的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体系，并且在实验内容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激发学生创新活力，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我认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基础医学实验课程教学方面进行的改革是扎实的，是成功的。
《北京大学医学实验系列教材》是他们十年改革成果的总结，值得各医学院校参考。
我也衷心希望我国从事医学教育的同道们再接再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新的经验，思想再解放一些，
改革的步伐再迈得大一些，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医学教育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韩启德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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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北京大学医学实验系列教材之一，主要包括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寄生虫学和医学免疫学的教
学实验内容，是帮助医学生验证病原学与免疫学基本理论、理解病原微生物致病机制和掌握免疫学与
病原学检验与诊断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的指导用书。
 本实验教材设计的实验包括三个层次，通过基本实验培养学生掌握病原学与免疫学基本操作技术（如
显微观察技术、无菌操作技术、分离培养技术、免疫荧光技术、免疫酶标记和免疫细胞功能检测等）
；通过综合实验使学生认识如何将病原学与免疫学的基本操作和分析技术应用于医学实践（如病原微
生物的分离鉴定和细胞因子的检测等）；通过高级实验使学生了解本学科在技术上和认识上最新的发
展动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如病原体特异性T细胞识别的抗原表位分析与
鉴定等）。
在实验中，通过标本观察、实验操作、分析实验结果及计算机多媒体辅助教学等手段对学生进行基本
理论、基本操作、基本诊断方法以及建立基本科研思路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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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4年11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424号令，开始实施《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根据《条例》病原微生物分为4类。
第一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动物非常严重疾病的微生物，以及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
布消灭的微生物，例如马尔堡病毒和天花病毒。
第二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严重疾病，比较容易直接或间接在人与人、动物与人
、动物与动物间传播的微生物，如SARS冠状病毒、HIV I型和II型、炭疽芽孢杆菌和结核分枝杆菌。
第三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仉一般情况下对人、动物或者环境不构成严重
危害，传播风险有限，实验室感染后很少引起严重疾病，并且具备有效治疗和预防措施的微生物，
如HBV、登革病毒、破伤风梭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
第四类病原微生物，是指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的微生物，如小鼠白血病病毒。
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称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医学微生物学教学实验中使用的微生物主要为第三类和第四类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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