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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培训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护理教育既是职业教育

的组成部分,又是医学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

基础。
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疗、预防、康复医学中

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不断改变,新的护理模式已

由传统的以执行医嘱为中心的疾病护理发展到以病人为中心的身心整体

护理。这一转变,不仅要求护理人员要具有丰富的医学理论知识,熟练的

护理操作技术,还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和身体心理素质。多年来,云南开放大学针对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护理学专

业毕业生开展的成人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职业教

育、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相衔接的护理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培训体系,建立

护理专业技术人员终生教育制度,不断拓宽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面,提高

专业技术人员综合素质进行了努力地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根据云南开放大学特有的成人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办学特点、护理学专业学

生现状以及护理工作发展需求,我们在云南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内组织了一

批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临床护理专家,依据护理教育特色、护理职业特

点、护理职业技能需求,从护理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出发,以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职业能力为基础,以培养学生能力为重点,形成体系,讲究实用,编
写了这套教材。此套教材主要适用于成人全日制高职护理学专业的教学,
也可供其他学制高职护理专业教学使用。

该套教材结合了护理专业的特点,坚持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
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较好地体现了最新的护理职业教育理念。具体来

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
1.在教学内容上坚持课程整体优化,突出实践性和针对性

该套教材紧密围绕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优



化。按照护理专业岗位需求、课程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增加了护理专业实

训、实践的比重,更加突出护理专业课程的实践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同

时,结合护理专业职业资格标准,及时将与护理岗位直接相关的新知识、新
技术引入到教学中,使学生能够掌握从事护理岗位工作的基本技能和专业

技能。
2.在组织结构上坚持“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课程体系

该套教材打破了护理专业传统的章节编写体系,采用了项目化、模块

化的编写模式。通过项目、任务、学习目标、护理情境案例等为载体组织学

习单元,体现模块化、系统化、项目化的职教理念和护理专业学生的认识规

律,强调护理专业教材内容的创新性、综合性、实用性与可读性。
3.在教材呈现形式上力求立体化、数字化

为配合护理专业教学的需要,该套教材配备了丰富的多媒体教学资

源,包括教学课件、电子教案、护理专业教学大纲、护理实训录像以及护理

专业技能实训题库等。力求教材呈现形式新颖多样,图、文、声、像并茂,方
便师生的教与学。
4.在课程选取上增加了选修课程的比重

该套教材结合学校的办学实际,增加了护理专业选修课教材的比重,
扩大了学生对课程的选择权,并在课程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上具有一定的弹

性,努力形成灵活、开放、多样的课程体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

合。从而适应护理岗位市场的变化和护理专业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该套教材的编写,得到了云南开放大学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各级

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得到了云南开放大学办学系统中的六所卫生学校的领

导、专家和教师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谨此,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

谢! 希望本套教材能够对促进云南开放大学护理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提
高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希望各兄弟学校

在教学使用中以及在探索课程体系、课程标准和教材建设与改革中,及时

提出宝贵的意见或建议,以便不断修订和完善,更好地满足云南开放大学

护理教育教学的需要,从而为努力培养和造就更多面向各级医疗、预防、保
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和健康保健等护理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应

用人才。

雷 鸣

2015年4月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是按照高等职业教育护理类专业核心课程“十三

五”规划立项教材的编写要求,以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为指

导,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本位,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为

引领、任务为驱动,体现“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理念,开发理论与实践一

体化的项目化教材为原则进行编写的。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严格依据教育部行指委最新制定的专业教学标

准为指导,将标准制定与教材编写紧密结合起来,吸收标准制定过程中的

相关调查和研究成果,体现最新的专业教学要求;充分吸收项目教学、案例

教学、情境教学和问题导向教学等的教学精髓,体现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融

合。设计项目、任务时,从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知识和技能螺

旋式地融于各任务或项目中,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职业发展规律。知识和

技能源于实际工作任务或接近实际工作任务。教材内容既考虑到学科知

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又突出护理专业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够用性,使学习

变得“适用”、“实用”、“够用”,注重中高职知识的衔接。任务设计科学、具
体,突出基本知识和技能,对接国家职业标准。教材中以知识目标、技能目

标的形式突出教学要求;以知识拓展、知识链接和小贴士增强学习的趣味

性;以项目和任务小结概括学习的核心内容,有精选习题便于学生学练结

合。教材图文并茂,配合得当,趣味直观;文字叙述通俗易懂、简洁严谨、层
次分明,符合高职学生认知特点,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技能培养贯穿于项

目及任务中,教、学、练紧密结合,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性。
教材把医学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和医学免疫学三门课程整合在

一起,其中医学微生物学和人体寄生虫学作为病原生物学整体来编写,避
免微生物和寄生虫中部分内容的重复,也便于学生学习中区分各类病原

生物的特点。医学免疫学部分简明扼要阐明免疫学的基本知识,删减了

部分分子免疫学的内容,适当降低高职学生学习的难度,突出专业够用的

特点。各项实验任务,密切联系临床,验证理论知识,强化技能培养,简便



又易完成。
教材是在各位编委的辛苦工作、共同努力下完成的,由于编写时间仓

促,加之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或错误之处,敬请广大师生和同仁提出

批评和改进意见。

邹秀月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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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病原生物概念及种类。

2.熟悉病原微生物学和人体寄生虫学的概念。

3.了解病原生物学的发展。

人类在地球生物圈中生存,有的生物对人类有益,有的对人类有害,其中能引起人类、动物

和植物疾病的生物称为病原生物(pathogenicorganism)。它们以不同形式侵入生物机体后,
对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是机体出现感染性疾病的原因,因此又称它们为病原体。

免疫是机体识别“自身物质”和“异己物质”,保留“自身物质”而清除“异己物质”,维持机体

生理平衡和稳定的功能。病原生物能否引起机体疾病,不仅与病原体的入侵方式、数量和毒力

有关,还与机体抵御病原体入侵的能力有关。机体抵御病原体入侵是免疫的功能之一。因此,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是研究人类疾病与健康相关的科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

一、 病原生物的种类

病原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
(一)微生物与病原微生物

1.微生物(microorganism) 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群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光学显微

镜或电子显微镜放大数百倍、数千倍甚至数万倍后才能观察到的微小生物。微生物具有个体

微小、结构简单、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繁殖迅速、容易变异等主要特点。

2.病原微生物(pathogenicmicroorganism) 是微生物中能引起人类、动物和植物疾病的

那些微生物,感染机体后能引起传染性疾病。

3.微生物分类 根据微生物形态结构的差异,可将微生物分为三大类。
(1)非细胞型微生物:是最小的一类微生物,没有细胞结构,仅由核心和衣壳组成;只能在

易感活细胞内生长繁殖,如病毒。
(2)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由单个原核细胞组成。有细胞结构,细胞由细胞壁、细胞膜、细胞

质和核质组成。因无核膜和核仁,仅有核质,称原核。细胞质中细胞器不完整,只有核糖体。
大多数不需要活细胞培养,如细菌、放线菌、支原体(无细胞壁)、螺旋体;少数需要活细胞培养

如立克次体、衣原体。
(3)真核细胞型微生物:由单个或多个真核细胞组成。有细胞结构,细胞由细胞壁、细胞

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组成,细胞核有核膜、核仁,称真核。细胞质中细胞器完整,有核糖体等。
不需要活细胞培养,如真菌。

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虽然都有细胞壁,但它们的化学成分不同,两者均有核糖体,但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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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上有区别。

人 体 细 胞
人体细胞为真核动物细胞,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无细胞壁。细胞质中的核

糖体由40S和60S两个亚基组成,而原核细胞的核糖体由50S和30S两个亚基组成。

(二)寄生虫

寄生虫(parasite)是指失去自身生活能力,长期或暂时寄居于人体内或体表,获取营养,并
对机体造成损害的无脊椎动物。

寄生虫属于真核细胞型生物,由单细胞或多细胞组成。细胞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组

成,与真核细胞型微生物最大的区别是没有细胞壁。寄生虫包括单细胞的医学原虫和多细胞

的医学蠕虫及医学节肢动物。

1.医学原虫 为单细胞的最低等的原生动物,细胞具有完整的生理功能。寄生人体的原

虫约40多种,其中致病的主要有溶组织阿米巴原虫、疟原虫、阴道毛滴虫等。

2.医学蠕虫 为多细胞的无脊椎动物。身体柔软,借助肌肉伸缩蠕动。寄生人体的蠕虫

约160多种,其中常见的有20多种,如蛔虫、钩虫、丝虫、血吸虫、绦虫等。

3.医学节肢动物 为多细胞的无脊椎动物中的节肢动物。有的能直接引起疾病,如螨

虫,有的与感染性疾病的传播有关,如蚊、蝇、蚤等。
病原生物结构的区别见图1 1。

图1 1 生物结构图

二、 病原微生物学及其发展

病原微生物学是研究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与免疫性、病原学检查方法及防治

原则的科学,对控制和消灭感染性疾病有重要意义。
病原微生物学是人类在长期对传染性疾病病原性质的认识和疾病防治过程中总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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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科学,它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微生物学的经验时期

在古代人类虽未能观察到微生物,但早已将微生物学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如用盐腌和

糖渍等保存食物,这些方法实际上是通过抑制微生物的生长而防止食物的腐烂变质;将水煮沸后

饮用、《本草纲目》中记载的将患者的衣服蒸过后再穿就不会传染上疾病,说明已有消毒的观念。
(二)实验微生物学时期

1676年荷兰人列文虎克(AntoryVanLeeuwenhoek)自磨镜片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显微

镜(放大40~270倍),观察到各种形态的微生物,证实了微生物的存在,为微生物学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1857年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uoisPasteur)通过加温防止酒类变质,其实就是沿用

至今的酒类和乳类的巴氏消毒法。英国外科医师李斯特(JosephLister)用苯酚喷洒手术室和

煮沸手术用具,为防腐、消毒以及无菌操作打下基础。德国学者郭霍(RoberKoch)用固体培

养液,将细菌从环境或患者排泄物等标本中分离成单一菌落,便于对各种细菌分别研究。同时

使用染色方法和感染实验动物进行研究,发现了各种传染病的病原体,确立了细菌与疾病间的

关系。到了19世纪的后期,大多数细菌性传染病的病原体已被发现并分离培养成功。1882
年,俄国学者伊凡诺夫斯基(Iwanovsky)发现了第一种病毒即烟草花叶病毒,为病毒学研究开

了先河。1901年美国科学家 Walter-Reed首次分离成功了第一个人类病毒—黄病毒。1951
年英国学者Twort发现了细菌病毒—噬菌体。1929年弗莱明(Fleming)首先发现青霉菌产生

的青霉素能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青霉素广泛用于感染性疾病的治疗,随后链霉素、氯
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红霉素等抗生素不断被发现并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有效的治疗

了细菌感染性疾病。
(三)现代微生物学时期

随着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电子显微镜的发明和各种生物技术的进

步,人类得以从分子水平上探讨病原生物的基因结构与功能、致病的物质基础,为快速、灵敏、
简便的诊断提供了可能。由于新的病原体不断出现,引起了新的传染病,如2013年我国发现

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确诊感染131人,死亡39人;原有的病原体因变异、耐药等原因而重

新发生流行,如2003年在中国发生了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的流行。据世界卫生组织

报道,近年来全球每年有1700多万人死于各种传染病。研究出安全有效的减毒活疫苗、亚单

位疫苗、基因工程疫苗及核酸疫苗是预防感染性疾病的关键。疫苗的广泛使用将逐渐消灭感

染性疾病,如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已彻底消灭了天花。
在病原微生物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30年代,黄祯祥研究马脑炎

病毒,首创了病毒体外细胞培养新技术。汤飞凡证明病毒是存于宿主细胞内的能自我复制的

颗粒,并在1955年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既明首次将流感病毒裂解为亚

单位,提出流感病毒的结构图像。
目前,人类在利用微生物开发和生产药物。从放线菌、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增殖过程中分

离得到抗生素、酶抑制剂、免疫调节剂和抗肿瘤药物,成为现代微生物学研究的新方向,为人类

抗击传染病做出新贡献。

三、 人体寄生虫学及其发展

人体寄生虫学(humanparasitology)是研究寄生于人体的寄生虫的形态结构、生活史、致
病性、免疫性、实验诊断、流行规律和防治原则的科学。人体寄生虫学由医学原虫学、医学蠕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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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医学节肢动物学三部分内容组成。学习本学科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或消灭寄生虫所致疾

病,保障人类健康。
在我国,寄生虫病一直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黑热病和钩虫

病,曾被称为“五大寄生虫病”。目前,黑热病和丝虫病已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在部分地区疫情有所

回升,食源性寄生虫病有所上升。因此,寄生虫病的防治仍然是我国的公共卫生中的严重问题。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各种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寄生虫形态结构等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进

入了亚细胞和分子水平。寄生虫学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寄生虫致病机制的研究从对某些器官组

织的损害发展到研究寄生虫与宿主相互关系的整体水平;研究寄生虫与生态系统中单个要素间

的相互关系发展到研究寄生虫生态与流行病学的关系;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从单一防治措施发

展到多种措施、从单种寄生虫病防治发展到综合防治多种寄生虫病,并将寄生虫病与其他传染病

的防治相结合。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寄生虫的发生、发展、致病机制、诊断方法、免疫疫苗等,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宣传和普及寄生虫学知识、寄生虫病的防治措施,使寄生虫病得以控制甚至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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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选择题

1.不属于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的是 (  )

A.衣原体 B.支原体 C.细菌 D.立克次体 E.病毒

2.属于非细胞型微生物的是 (  )

A.放线菌 B.病毒 C.衣原体 D.支原体 E.立克次体

3.属于真核细胞型微生物的是 (  )

A.病毒 B.放线菌 C.真菌 D.支原体 E.细菌

4.下列关于微生物共同特征的描述错误的是 (  )

A.个体微小 B.种类繁多 C.分布广泛 D.繁殖速度快

E.只能在活细胞内生长繁殖

5.人类观察微生物的方式是 (  )

A.放大镜 B.肉眼 C.显微镜 D.以上皆是 E.以上皆不是

6.原核与真核细胞型微生物的最大区别是有无 (  )

A.细胞壁 B.细胞膜 C.细胞质 D.核膜、核仁 E.核质

7.能为人类提供大量抗生素的微生物是 (  )

A.放线菌 B.病毒 C.衣原体 D.支原体 E.立克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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