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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2l世纪，新知识、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为了追赶世界科学技术的潮头，迫切需要加快知识的
更新步伐，特别是目前教育部大力倡导创新性教育，推行双语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其根本目的就在于
能够与世界接轨。
　　《临床检验病原生物学实验指导》是“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医学检验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
创新与实践”教学改革课题的组成部分。
是教改课题形成的教学内容和手段的改革成果。
根据医学检验专业的培养目标，确立适于教师讲课和学生自学，乃至对学生毕业后临床工作有一定指
导作用的编写思路。
教材以夯实基础理论为原则，以培养实际操作能力为目的，以方便教师授课和学生进行实验为落脚点
，充分体现“三基”的编写思路。
根据本专业的学时要求和教材系统性、完整性的需要，在对字数进行适当控制的同时，尽可能地把实
验原理、试剂与器材、操作步骤、临床意义、注意事项和方法评价等全面阐述，特别详细介绍了操作
步骤，每个实验后还附有思考题。
　　根据教材编写指导小组的意见和配套理论教材的需要，我们将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和寄生虫学检验
合并编写，但分别成篇，形成了四篇十一章的框架。
在注重理论性、实用性和系统性相结合的前提下，删去了个别较少开展的或重复的内容，适当增加了
一些比较成熟的新实验和新技术，如分子生物学技术等。
并力求通过增加编写综合设计性实验，系统地训练和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便于教师在指导学生开设相关实验时参考和使用。
本教材还配套了多媒体教学光盘，典型实验操作的视频材料等。
为更好地促使学生参与教学互动和自主学习提供帮助。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了其他相关教材宝贵的经验，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各位编
委本着严谨科学的态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但由于检验医学的飞速发展，内容不断更新，也限于本人水平，书中肯定会有欠缺之处，真诚期望师
生和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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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检验病原生物学实验指导》为《临床检验病原生物学》的配套教材。
书中汇集了全国数个高等医药院校检验专业病原生物学教学改革的成果。
全书分四篇十一章，分别介绍细菌学检验基本技术、真菌学检验基本技术、病毒学检验技术、常见致
病性细菌的检验、常见致病性真菌的检验、常见病毒检验技术、临床标本的细菌学检验、常见致病性
原虫的检验、常见致病性蠕虫的检验及常见致病性节肢动物的检验等内容。
第四篇增加了4个综合设计性实验。
教材的最后部分附有培养细菌的常用培养基，供教师、学生实验课参考使用。
《临床检验病原生物学实验指导（供医学检验等专业用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可供检验专业
本科、专科学生及临床检验医师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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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操作步骤】　　1．普通光镜的使用方法　　（1）首先将显微镜平放于实验台上，转动物镜转
换器使低倍镜与镜筒垂直到位。
然后将反光镜凹面对着光源转动，使光线集中于集光器，目镜观察视野明亮即说明对光完成。
如果此时视野不够明亮，应检查聚光器的光圈是否打开，聚光器是否升至最高。
　　（2）对好光后即可将标本（细菌革兰染色玻片标本）置载物台上，用标本推进器固定。
将欲检部位移至物镜下，将镜头降至离标本最近的位置，左眼从目镜观察（右眼不应闭合），转动粗
调节器使镜头上移直至看到模糊物像时再换细调节器，调节至物像清晰为止。
　　2．油镜的使用方法　　（1）将标本置载物台上，用标本推进器固定，将待检部位移于物镜下。
先用低倍镜找出标本位置，然后提高镜简，在标本欲检部位滴1滴香柏油后转换成油镜。
　　（2）从侧面观察着缓慢转动粗调节器，使镜头下移，直至油镜头浸没在油滴内接近玻片时为止
。
将眼睛移至接目镜，一边观察，一边缓慢调节粗调节器，使镜筒上升（只能上升，不能下降，以防压
碎标本片和损坏油镜），待看到模糊物像后再调节细调节器，直至清晰看到细菌等微生物形态时为止
。
如果油镜末端已离开油面，未看到清晰物像，可按上述过程重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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