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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供护理助产及其他相关专业使用）：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基
础（第2版）》主要分为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和医学寄生虫学3篇，共36章，主要介绍免疫学、医学
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其应用，每章后附有思考题，便于学生掌握学习要点。
根据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学生培养的特点，在第1版的基础上进行精练，增加了与专业相关的国内外病
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的最新成果和进展，为学生进一步深入专业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本教材涉及的内容广，专业性强，内容精练，重点突出，图文并茂，名词规范，易于理解，更加适用
于护理专业学生专业基础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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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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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免疫耐受的意义 第5章 超敏反应 第一节 Ⅰ型超敏反应 一、发生机制 二、临床常见疾病 三、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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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的营养 一、营养物质 二、营养的类型 第二节 细菌的新陈代谢 一、细菌的生物氧化 二、与医学有
关的代谢产物 第三节 细菌的生长与繁殖 一、细菌生长繁殖的条件 二、细菌生长繁殖的方式和速度 第
四节 细菌的人工培养 一、细菌培养基 二、细菌在各种培养基中的生长状态 三、人工培养细菌在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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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致病性与免疫性 1.致病物质 A群链球菌致病力最强，可产生多种外毒素和胞
外酶。
 （1）外毒素类 链球菌溶血素（streptolysin）：具有溶解红细胞、破坏白细胞和血小板的作用。
根据对氧的稳定性不同，分为两种。
①链球菌溶血素O（streptolysin O，SLO）：SLO是一种含有—SH的蛋白质，对氧敏感，免疫原性强
，85％～90％链球菌感染的患者于感染后2～3周至病愈后数月到1年内可检出SLO抗体。
风湿热尤其是活动性患者血清中SLO抗体显著增高。
因此，测定SLO抗体效价，可作为链球菌新近感染和风湿热及其活动性的辅助诊断。
②链球菌溶血素S（streptolysin S，SLS）：SLS是小分子糖肽，对氧稳定，无免疫原性，链球菌在血琼
脂平板上菌落周围的β溶血环是由SLS所致。
 致热外毒素：又称红疹毒素或猩红热毒素，是引起人类猩红热的主要毒性物质。
 （2）侵袭性物质：主要包括脂磷壁酸、F蛋白等黏附素、M蛋白和透明质酸酶、链激酶、链道酶，表
现为黏附、抗吞噬和促进扩散等作用。
此外，M蛋白与心肌、肾小球基底膜有共同抗原，故与急性肾小球肾炎、风湿热等超敏反应性疾病的
发生有关。
 2.所致疾病 A群链球菌引起的疾病约占人类链球菌感染的90％，感染源为患者和带菌者，主要通过空
气飞沫、皮肤伤口等途径传播，引起人类多种疾病。
主要有： （1）化脓性感染：可引起皮肤及皮下组织感染，如淋巴管炎、淋巴结炎、蜂窝织炎、痈、
脓疱疮等；还可引起扁桃体炎、咽炎、咽峡炎、鼻窦炎、产褥感染、中耳炎、乳突炎等其他系统的感
染。
 （2）中毒性疾病：猩红热、链球菌毒素休克综合征。
 （3）超敏反应性疾病：主要有风湿热和急性肾小球肾炎等。
 3.免疫性 A群链球菌感染后，血清中出现多种抗体，机体可获得对同型链球菌的特异性免疫力。
链球菌的型别多，各型之间无交叉免疫力，故常反复感染。
 （三）微生物学检查法 1.标本采集 根据不同疾病可采取脓汁、血液、呕吐物、粪便等，无菌操作可避
免污染。
 2.直接涂片镜检 标本经直接涂片革兰染色后镜检，发现典型的链状排列革兰阳性球菌时，可作出初步
诊断。
 3.分离培养与鉴定 将标本接种于血琼脂培养基培养，若出现β溶血菌落，应与葡萄球菌区别；若出现
α溶血菌落，应与肺炎链球菌鉴别，挑取可疑菌落进行鉴定。
 4.血清学试验 抗链球菌溶血素“O”试验，简称抗“O”试验，是检测患者血清中抗“O”抗体的试
验，常用于风湿热、急性肾小球肾炎的辅助诊断。
 （四）防治原则 对患者和带菌者应及时治疗，以减少传染源。
对急性咽峡炎和扁桃体炎患者应早期、彻底治疗，以防止急性肾小球肾炎、风湿热以及亚急性细菌性
心内膜炎的发生。
治疗化脓性链球菌感染，首选青霉素G。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编辑推荐

《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第2版)》涉及的内容广，专业性强，内
容精练，重点突出，图文并茂，名词规范，易于理解，更加适用于护理专业学生专业基础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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