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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对医疗卫生服务
要求的不断提高，医学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近几年呈迅猛发展之势。
为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其良陸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适应医学高职高专教育
快速发展的要求，丰富教材数量，充分满足广大师生对教材选择的需要，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组织召
开了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
全国六十多所专科院校的领导、专家参会，各位专家经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讨论，确定本系列教材
的编写是必需、必要和可行的。

　　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与后续病理学、药理学、传染病学等课程密切
相关，学好这门课对临床专业学生是非常必要的。

　　编委们按照本次的会议精神及本学科的教学大纲要求，针对目前已有教材存在的内容过多、难度
偏大等问题，确定了本门课程的编写方案，旨在满足教学和学生学习要求。
如免疫学部分将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内容合并人抗原一章，并降低了内容难度，加强了超敏反应内容
以提高学生兴趣；微生物学部分重视总论和学习方法培养，简化了各论内容，以够用、适用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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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根据感染人群所处环境而分为社会感染与医院感染。
　　（1）社会感染：指在医院外发生的一切感染。
社会感染受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影响较大。
气候、季节、温度及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均会影响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而社会因素对感染的发生也有较大的影响，例如战争、贫困、自然灾害等因素会促使传染病的发生与
流行。
因此，改善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开展防病治病、计划免疫、建立医疗保健制度等对于控制社会感染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医院感染：医院感染是指人群在医院内所获得的感染，又称为医院内感染或医院内获得性
感染。
医院感染的对象是所有在医院内活动的人群，包括住院和门诊患者、陪护人员、探视者及医务人员等
，而主要是患者。
医院感染发生的地点是在医院内，感染发生的时间是在医院期间。
　　引起医院感染的微生物种类多，包括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病毒、真菌等，但以机会性致病微
生物为主。
　　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措施包括：①健全和完善预防医院感染的管理制度，进行广泛宣传，提高
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的认识，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心；②进行隔离预防，防止病原微生物从患者或带
菌者传给其他人群；③在医院的各项诊疗过程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技术，加强消毒灭菌；④合理使
用抗菌药物，降低医院感染率；⑤对急诊室、重症监护室、婴儿室、手术室、治疗室、供应室等部门
应进行医院感染密切监测和预报。
对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具及医院污物等，应按照有关部门规定和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或销毁处理。
　　（三）带菌状态　　宿主在隐性感染或显性感染的主要症状、体征消失后，病原菌并未立即消失
，而是在体内存留一定时间，与机体免疫力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称为带菌状态。
处于带菌状态的人称为带菌者，带菌者没有临床症状，但会经常或间歇排出病原菌，成为重要的传染
源，因此及时发现带菌者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疗，对于控制传染病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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