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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微生物学科的发展和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药学创新型人才，本书在周长林主编的《微生物学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基础上进行了改编。
考虑到药学微生物学的特点和药学与医学的紧密联系，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
织了中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广东药学院、山西医科大学、东南大学基础医学院、南开大学药
学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具有多年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学经验和科研背景的老师参加该教材的编写
工作，以期教材具有鲜明的药学特色。
根据药学类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我们确立了基础性、系统性、专业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应用
性的编写宗旨，使学生在掌握普通微生物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明确微生物学
在药学和医药工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微生物学科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并能运用微生物学知识解决药学研
究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在编排和内容方面都做了部分更新。
其中免疫学基本概念在绪论中阐述，放线菌在细菌部分（第一章）阐述，微生物的生长与控制（第七
章）中增加了生物安全内容，更新了微生物系统进化与分类（第十章）的部分内容，增加了微生物生
态学（第十一章）、免疫学检测（第十七章）的内容，更新了免疫学在药学中的应用（第十八章）中
的部分内容。
药物的微生物学检查（第二十一章）按《中国药典》，并结合科研实践，进行了全新改编。
本书共分为三篇，21章。
绪论部分重点介绍了微生物学基本概念、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发展史，特别收录了一些与微生物学和免
疫学相关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相关资料，力求使教学更加生动活泼，提高学生对微生物学的学习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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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三篇，21章。
第一篇微生物学概论，阐明各类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其中包括细菌、放线菌、螺
旋体、立克次体、衣原体、支原体、真菌和病毒；微生物的营养、代谢、生长与控制、微生物遗传变
异的原理及其应用；微生物菌种选育与保藏、微生物系统进化和分类以及微生物生态学。
第二篇免疫学基础，简要阐明免疫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其中包括抗原、免疫分子、免疫组织器官
和免疫细胞、免疫应答、超敏反应、免疫检测和免疫学在药学中的应用。
第三篇微生物学在药学中的应用，包括微生物制药、抗生素的体内外药效学研究和药物的微生物学检
查。
附录部分为本书中出现的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名词中英文、拉丁文对照。
    本书可供高等医药院校生物制药和药学等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药物研究和药物检验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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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免疫应答的类型免疫应答是机体免疫系统对抗原性异物识别排除的过程。
依据免疫应答的获得方式及应答特点，可将其分为固有免疫应答和适应性免疫应答两类。
1．固有免疫应答固有免疫（innate immune response）应答是生物体在种系发生和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
建立起来的天然防卫功能，是机体抗御病原微生物等抗原性异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因该类免疫与生俱有、受遗传控制、有种属特征和相对稳定性，且对识别排除的抗原没有严格针对性
、作用范围广、效应发挥快，故称其为固有免疫，也可称之为天然（先天）免疫或非特异性免疫。
固有免疫主要由天然屏障结构、固有免疫效应细胞和正常体液中的多种抗菌物质组成的固有免疫系统
完成。
2．适应性免疫应答适应性免疫（adaptive immune response）应答是个体出生后接触了病原微生物等抗
原性异物才建立的免疫力，是机体抗御病原微生物等抗原性异物入侵的第二道防线。
因该类免疫是个体出生后在生活过程中建立的，不能遗传，因此称其为获得性免疫或适应性免疫；也
因这种免疫对抗原的识别清除有严格特异性，所建立的免疫只针对诱发抗原发挥效应，故也称为特异
性免疫。
特异性免疫主要是由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介导，但参与固有免疫的效应细胞与效应分子也在应答的
诱导、效应及调节等重要环节发挥作用。
因此，适应性免疫是机体免疫系统为应对抗原性异物而发起的由多分子、多细胞同时参与的复杂反应
。
（四）免疫学分类免疫学的发展极为迅猛，内容日新月异，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
根据研究内容可将其分为基础免疫学、临床免疫学和应用免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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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生物学(第2版)》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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