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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手能力、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自主创新精神。
设计编写原则主要体现在实用性、综合性、创新性和先进性。
本教程的编写结合各参编院校实验教学改革的实际，依据新的培养目标，将医学微生物学实验、人体
寄生虫学实验和医学免疫学实验的传统实验内容重新进行优化整合，并增加了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
验内容。
在总论部分，将形态学实验室常规仪器设备和实验动物操作技术做系统全面介绍；在创新性实验部分
，增加了科研的基础知识，并提供部分科研参考选题；增添了免疫学综合实验，微生物学病案分析，
寄生虫病动物模型复制和流行隋况调查等，内容丰富而又实用；对学科间有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了适
当的组合优选，避免教学资源的浪费；全书配有双色或彩色插图，便于学生的记忆与操作；且三门学
科的实验独自成篇，方便教学需要。

　　本教材适用于医药卫生院校本科和专科相关学科的实验教学，也可供青年教师考研和从事科研工
作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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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神经及血管的分离神经和血管都是易损伤的组织，因此，在分离过程中要细心
、轻柔，切不可用带齿的镊子进行剥离，也不允许用止血钳或镊子夹持，以免损坏其结构与机能。
分离时还要掌握先神经后血管，先细后粗的原则进行。
在分离较粗大的血管和神经时，应先用蚊式止血钳将血管或神经周围的结缔组织稍加分离。
然后，用大小适宜的止血钳插入已被分开的结缔组织破口中，沿着血管或神经的走向，逐步扩大，使
血管和神经从其周围的结缔组织中分离出来。
在剥离细小的神经或血管时，要特别注意保持局部的自然解剖位置，不要把结构关系搞乱。
同时需要用眼科镊或玻璃分针轻轻地进行分离。
在分离兔的迷走、交感和减压神经时，只能用玻璃分针在确认的基础上先分离细小的神经，再分离粗
大的神经。
有时对血管的分支如需要切断，应采用结扎血管的两端，在中问剪断的方法。
剥离完毕后，在神经或血管的下方穿以浸透生理盐水的丝线（根据需要穿一根或两根），以备刺激提
起或结扎之用。
然后盖上一块浸以生理盐水的棉絮或纱布，防止组织干燥，或在创口内滴加适量37℃左右石蜡油，使
神经浸泡其中。
（四）常用动物在实验过程中出现意外的处理动物实验意外是指动物实验中发生的但实验者事先未曾
预料到的，而且事关实验成败的动物紧急情况。
常见动物实验意外如下：1.动物麻醉过深是由于麻醉剂注射速度过快或剂量过大引起动物生命中枢麻
痹、呼吸缓慢且不规则，甚至呼吸、心跳停止的紧急情况，是动物实验中较常见的意外之一。
麻醉过度一旦发生，应尽快抢救。
方法：如呼吸极度减慢或停止.而心跳仍然存在，应尽快实行人工呼吸。
对家兔和大白鼠，可用双手抓握动物胸腹部，使其呼气，然后快速放开，使其吸气，频率约每秒一次
；也可同时夹捏动物肢体末端部位，促进呼吸恢复。
如果呼吸停止是由于给药速度太快造成的，且注入量未达到计算剂量，一般上述方法可很快使动物恢
复呼吸。
如果给药量已达到或超过计算剂量，应人工呼吸并同时静脉注射尼克刹米以兴奋呼吸中枢。
如果动物心跳已停止，在人工呼吸的同时，还应做心脏按压，心脏按压的方法（以家兔为例）是用拇
指、示指、中指挤压心脏部位，有时可用机械刺激或挤压使心脏复跳。
抢救开始的时间距离呼吸、心跳停止时间越近，抢救成功的机会越大，故及时发现是很重要的，而预
防是最重要的。
2.大出血的处理大出血是动物实验中的另一紧急情况。
手术过程中发生大出血的原因一般是由于血管分离时撕裂大血管或手术操作不当损伤附近大血管造成
的。
手术后的实验过程中发生大出血多半由于血管插管滑脱、血管插管过尖刺破血管壁引起，也可能由于
手术过程中止血不彻底，动物全身肝素化后引起再次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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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教程》是全国高等院校医学实验教学规划教材之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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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