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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形势下，对教材进行更新和创新就成为必然。
近年来，不同版本的《医学微生物学》教材的相继问世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没有百花争艳，哪来春色满园？
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黄汉菊教授主编，全国14所大学17位富有教学经验的老中青教授、专家共
同编写的《医学微生物学》教材属于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系列。
该教材具有以下特点：依据培养目标、学科进展，并参考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大纲而精选内容，既注重
“三基”亦密切结合临床，学以致用；突出形态学科特点，图表近200幅，图文并茂，利于学生理解和
记忆；各章正文后有扼要的英文提要，有助于学生预习、明确要点和重点以及双语教学的过渡；每章
末设有思考题，起到复习和启发思维等作用。
这本高教版教材与传统教材相比最大变革是除以纸质教材为主之外，还配有光盘，可以有效地帮助学
生复习、巩固和拓宽医学微生物学专业知识，也可作为教师备课时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参考平台。
在国内，将高校《医学微生物学》主教材和辅助教材组合成的这本高教版《医学微生物学》是一项创
举，她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
最后，衷心祝愿这本在教材百花园中一枝独秀的新型教材绚丽多姿、灿烂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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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贯彻教育部关于“教材建设精品化，教材要适应多样化教学需要
”(教高[2001]1号)的精神，编写了这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学微生物学》。
全书分为三部分：细菌学、真菌学、病毒学，共36章。
主要介绍细菌的形态与结构、生理、消毒与灭菌、遗传与变异、感染与免疫，细菌感染的诊断与防治
，常见病原性细菌、衣原体、支原体、螺旋体、立克次体；真菌学概述与常见的病原性真菌；病毒的
基本性状、感染与免疫，病毒感染的诊断与防治，常见的病原性病毒。
其中特别充实了新型病原、生物安全及常用微生物学实验技术等新内容，每一章后有英文摘要及思考
题，充实了大量图片，可供双语教学和学生复习时参考。
    本书可供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等专业五年制和七年制、八年
制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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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屏障结构（1）皮肤与黏膜：人体的皮肤及与外界相通腔道的黏膜是机体抗感染的“第一道防
线”。
其防御机制是：①机械阻挡与排除作用：多层和角质化的上皮形成机械屏障，阻挡微生物的入侵。
上皮细胞机械阻挡虽不如皮肤，但能分泌液体和运动，如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口腔唾液
的吞咽及肠蠕动均能起到排菌作用。
②分泌化学物质起抗菌作用：皮肤和黏膜均能分泌多种化学杀菌物质。
如皮肤汗腺分泌的乳酸、皮脂腺分泌的脂肪酸、胃液中的胃酸、肠液中的蛋白酶和泪液中的溶菌酶等
。
这些物质有的能使液体呈酸性，不利于细菌生长，有的则可破坏细菌的细胞壁，促使其死亡。
③生物拮抗效应：通常机体的正常菌群对致病菌及菌群都有抑制作用，如肠道中的双歧杆菌对多种致
病菌有抑制作用，大肠埃希菌产生大肠菌素能抑制志贺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假丝酵母菌，口腔中
的唾液链球菌可产生H2O2等杀死脑膜炎奈瑟菌等。
（2）血脑屏障：系由软脑膜、脉络丛、脑毛细血管和星状胶质细胞等组成.主要依靠脑毛细血管内皮
细胞层的紧密连接和微弱的吞噬作用阻挡病原体及其毒性产物从血液进入脑组织和脑脊液，保护中枢
神经系统。
婴幼儿血脑屏障发育不完善，容易发生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3）胎盘屏障：由母体子宫内膜的基蜕膜和胎儿绒毛膜组成，是保护宿主生物种系的天然防御机制
。
正常情况下，母体感染的病原体及其有害产物不能通过胎盘感染胎儿。
但若妊娠在3个月内，该屏障发育不完善，病原体则容易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影响发育，尤其是
神经系统，引起胎儿畸形、早产甚至死胎。
故妊娠早期，应尽量防止母体感染，降低新生儿畸形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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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微生物学》供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等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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