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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都表明，职业教育是提高国
家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作为高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卫生职业教育的
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家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技能型、应用型医疗卫生人才。截
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各类医药卫生类高职高专院校已达３４３所，年招生规模超过２４万
人，在校生７８万余人。

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要求高等卫生职业教育也应顺应形势调整目标，根据医学发
展整体化的趋势，医疗卫生系统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各种专业的医学专门人才。护理
专业与临床医学专业互为羽翼，在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护理专业已列入国
家紧缺人才专业，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到２０１５年我国对护士的需求将增加到２３２．３万
人，平均每年净增加１１．５万人，这为护理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也对
高等卫生职业教育如何进行高素质技能型护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职业
教育必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在全社会实行学业证书和
执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上述文件均为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具有战
略意义的指导意见。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既具有职业教育的普遍特性，又具有医学教育
的特殊性，护理专业的专科人才培养应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根本，与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紧密结合，力求满足学科、教学和社会三方面的需求，把握专科起点，突出职业教育
特色。高等卫生职业教育发展的形势使得目前使用的教材与新形势下的教学要求不
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强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成为各院校的迫切要求，新
一轮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为了顺应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在认真、细致调研的基
础上，在教育部高职高专医学类及相关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和部分高职高
专示范院校领导的指导下，我们组织了全国３０所高职高专医药院校的２００多位老师
编写了这套秉承“学业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并重”理念的全国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
专业“双证书”人才培养“十二五”规划教材。本套教材由国家示范性院校引领，多所学
校广泛参与，其中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老师占７０％，每门课程的主编、副主编均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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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职高专医药院校教学一线的教研室主任或学科带头人组成。教材编写过程中，全
体主编和参编人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和细致的分工，在教材编写体例和内容上均有所
创新，各主编单位高度重视并有力配合教材编写工作，责任编辑和主审专家严谨和忘
我地工作，确保了本套教材的编写质量。

本套教材充分体现新一轮教学计划的特色，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贴
近学生的原则，体现教材的“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实践技能）及“五性”（思
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要求，着重突出以下编写特点。

（１）紧跟教改，接轨“双证书”制度。紧跟教育部教学改革步伐，引领职业教育教
材发展趋势，注重学业证书和执业资格证书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２）创新模式，理念先进。创新教材编写体例和内容编写模式，迎合高职高专学
生思维活跃的特点，体现“工学结合”特色。教材的编写以纵向深入和横向宽广为原
则，突出课程的综合性，淡化学科界限，对课程采取精简、融合、重组、增设等方式进行
优化，同时结合各学科特点，适当增加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知识，提升专业课的文化层
次。

（３）突出技能，引导就业。注重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专业课围绕高素质技能型
护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强调突出护理、注重整体、体现社区、加强人文的原则，构建以护
理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
识传授与能力、素质培养的结合。

（４）紧扣大纲、直通护考。紧扣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教学大纲和最新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随章节配套习题，全面覆盖知识点与考点，有效提高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通过率。

这套规划教材作为秉承“双证书”人才培养编写理念的护理专业教材，得到了各学
校的大力支持与高度关注，它将为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作出应
有的贡献。我们衷心希望这套教材能在相关课程的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得到读者
的青睐。我们也相信这套教材在使用过程中，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和实际问题的解
决，不断得到改进、完善和提高。

全国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双证书”人才培养“十二五”规划教材
编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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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作为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等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一
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对学生未来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起着关键作用。为了使
该教材更好地适应高等卫生职业教育的发展，根据２０１１年１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召开的全国高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双证书”人才培养“十二五”规划教材编写
研讨会有关精神，我们按以下思路编写了该教材。

一是紧跟教改，接轨“双证书”理念。紧扣教学大纲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本
着“按需施教，学以致用”的原则，根据专业课的需求和职业资格标准的要求重新设计，
对课程内容采取精简、融合、重组等方式进行优化，突出科学性、现代性、实用性。

二是统筹把握全书的系统性和各部分内容之间相对的独立性，循序渐进、相互衔
接地进行内容编排。在章的设置上，将本教材内容精简为１４章；将免疫学内容编排在
前面，体现从结构到机能、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路，以有利于学生学习；将细菌和病毒部
分按致病系统和传播途径的归类编写，便于加深对传播途径相同的病原体的种类、致
病机理、诊断与防治的学习；增加与临床护理关系密切的热点和前沿知识，补充医院感
染、生物安全、标本采集等内容。

三是教材内容全面覆盖知识点与考点，注重与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卫生法规、生物
安全、公共卫生及医学史实等相关知识的交叉渗透，突出课程的综合性，淡化学科界
限。同时，也注重教材编写体例和内容编写模式的创新，既体现了知识性，更具有趣味
性和新颖性。

四是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等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尝试。首
先，设有知识链接，重点是通过人文社会知识、新颖生动的趣闻事件，吸引与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其次，在每章的末尾增加了学习小结和能力检测，有利于学生总结课堂教
学重点，有利于学生复习备考；再次，在书后的附录中提供了常用专业学习网站、病原
生物学和免疫学相关学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及其主要工作（１９０１—２０１０）和常见
传染病的潜伏期、隔离期及观察期等内容，以满足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最后，
每章还附有紧密结合执业资格考试的模拟案例、试题，供学生自主学习使用。

本教材的出版是全体编者共同努力、齐心合作的结果。由于我们经验和水平所限，
错误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大师生在教学实践中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使教材更加完善。

夏金华
２０１２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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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掌握：微生物、病原微生物、寄生虫的概念，免疫的基本概念与功能。
熟悉：微生物与寄生虫的分类。
了解：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的发展与现状。

第一节　病原生物学概述

病原生物学（ｐａｔ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ｙ）是研究各种病原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与免疫性
以及特异性诊断和防治的一门科学。病原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和人体寄生虫两大
部分。

一、医学微生物学

（一）微生物的概念与分类
微生物是一群个体微小，结构简单，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显微镜放大几百倍、几

千倍甚至几万倍才能看到的微小生物。它们种类多、分布广、繁殖快，与人类关系密
切。按其结构与组成不同，可将它们分为三大类。

（１）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细胞核分化程度较低，仅有原始核质，无核仁和核膜，胞
质内细胞器不完整，只有核糖体。包括细菌、支原体、衣原体、放线菌、立克次体和螺
旋体。

（２）真核细胞型微生物：细胞核分化程度较高，有核膜、核仁和染色体，胞质内细
胞器完整，真菌属此类微生物。

（３）非细胞型微生物：无典型的细胞结构，仅由核心和蛋白质外壳组成，是最小的
一类微生物，能通过滤菌器。其核心中只有单一的核酸（ＤＮＡ或ＲＮＡ），缺乏酶系统，
只能在活细胞内增殖。病毒为其代表。另外，近年发现的结构中没有核酸只有蛋白质
的朊粒也归为此类。

（二）微生物的分布及与人类的关系
微生物在自然界分布极广，自然界的土壤、空气、水、人类和动植物的体表及与外

界相通的腔道都存在数量不等、种类不一的微生物。
自然界的微生物常以种群形式出现，各种不同的微生物种群与周围环境和人体共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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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与免疫学·

同形成生态系统。绝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是无害的，有些是有益甚至是必需的，在自
然界物质循环、工农业生产、人类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土壤中的微生物能将
动植物的尸体、排泄物中的有机化合物转化为无机物，以供植物的生长所需；在农业方
面，利用微生物制造菌肥、植物生长激素、生物杀虫剂等；在工业方面，微生物可用于食
品、酿造、化工和工业废物处理等；在医药方面，利用微生物来生产抗生素、维生素、辅
酶、ＡＴＰ等。此外，微生物也广泛应用于基因工程技术中，生产基因工程疫苗和药物，

可有效预防和治疗某些疾病。
其中，仅有一小部分可引起人类与动植物的疾病，这些微生物称为病原微生物。

人体体表及胃肠道、呼吸道等与外界相通的腔道都有微生物寄居，这些微生物在长期
进化过程中和人体形成共生关系，对人体有益无害，称为正常菌群。只有在机体抵抗
力低下或寄居环境改变时才导致疾病，此时称它们为条件致病菌或机会致病菌。

医学微生物学（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是研究病原微生物的形态、生物学特性、致
病性与免疫性、微生物学诊断与防治的一门医学基础课程。通过学习该课程，掌握和
运用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以便掌握控制、消灭传染病的知识，为临床护理课程的学
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医学微生物学的发展与现状
远古时代，人类饱受各种传染病的侵害，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过程中，人们渴望能

认识病因，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因此，医学微生物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类
与传染病抗争的历史。最早人们以为传染病是神罚、瘟疫，１７世纪下半叶荷兰人列文
虎克（Ｌｅｅｕｗｅｎｈｏｅｋ）自磨镜片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可将物体放大２７０倍的显微镜，从
污水、牙垢和粪便中观察到各种微生物，对微生物的客观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为微生
物学发展奠定了基础。１８５７年法国科学家巴斯德（Ｐａｓｔｅｕｒ）在解决葡萄酒变质问题的
研究中，证实酿酒中的发酵与腐败均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开创了微生物的生理学研究
时代。他创立的巴氏消毒法至今仍用于酒类和乳制品的消毒。此外，巴斯德还首次研
制了炭疽菌苗和狂犬病疫苗。随后德国医生郭霍（Ｋｏｃｈ）创用了固体培养基和细菌染
色技术，从环境和患者排泄物中分离培养出病原菌进行鉴定，先后发现了炭疽杆菌、结
核杆菌、霍乱弧菌等传染性病原体。因此，巴斯德与郭霍是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１８９２年，俄国学者伊凡诺夫斯基发现了第一种病毒，即烟草花叶病毒。电子显微
镜问世后，病毒的研究更是有了重大突破。１９２９年英国人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为感染
性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划时代的革命。

近三十年，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微生物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如下方面。①新的病原微生物不断被发现，已达３０余种。如分离出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ＨＩＶ）、类病毒、拟病毒、朊粒和新型冠状病毒等。②微生物的全基因组研究取得进
展，可用于诊断、研制新抗菌药物和新疫苗。③新型疫苗的研究进展迅速，应用前景广
阔。④微生物学诊断技术快速发展。⑤新的抗菌药物和抗病毒药物研究取得突破。

在医学微生物学的学科发展中，有６０多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我国科学家也
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我国学者黄祯祥首创病毒体外细胞培养技术；汤飞凡教授首
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朱既明首次将流感病毒裂解为亚单位，提出了该病毒结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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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亚单位疫苗提供了原理和方法。
虽然医学微生物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距离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目标尚有很

大差距。旧的传染病被消灭，新的传染病又不断出现。如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
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原体变异耐药的流行等仍严重威
胁人类的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报告，目前全球平均每年仍有１　７００多万人死
于传染病，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永远不可能停止。随着２１世纪经济和生命科学的飞
速发展，相信人类能把大部分传染病控制在较低的发病率，少数传染病被消灭，在保障
人类健康方面将会作出更大贡献。

二、人体寄生虫学

（一）人体寄生虫学的概念与分类
寄生虫（ｐａｒａｓｉｔｅ）是指失去自生生活能力，长期或短暂依附在另一种生物的体内

或体表，获取营养并给对方造成损害的低等动物和单细胞生物。人体寄生虫学是研究
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寄生虫的形态结构、生活史、致病机制、实验诊断、流行及防治的科
学。人体寄生虫学的内容包括医学蠕虫、医学原虫和医学节肢动物三部分。

（１）医学蠕虫：为多细胞无脊椎动物，体软，借助肌肉伸缩蠕动，具有独立和完整
的生理功能。寄生于人体的有１６０多种，其中重要的有２０～３０种。如蛔虫、钩虫、血
吸虫和绦虫等。

（２）医学原虫：为单细胞真核生物，具有独立和完整的生理功能。寄生于人体的
原虫有４０余种，其中对人类致病的主要有溶组织内阿米巴、疟原虫、弓形虫和阴道毛
滴虫等。

（３）医学节肢动物：主要有蚊、蝇、虱、蚤、螨和蜱等。

（二）人体寄生虫学的发展与现状
寄生虫病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流行，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我国

在新中国成立前，寄生虫病流行广泛，危害严重，曾一度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新
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控制和消灭寄生虫病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但由于我国地跨寒、温、热三带，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差别大，人们的生活习
惯复杂多样，寄生虫病的流行还相当严重，防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寄生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１８６０年。近年来，由于新技术、新方法的应
用，特别是电子显微镜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使得对寄生虫的研究进入亚细胞超微结
构、分子和基因水平，对寄生虫的能量代谢、致病机制、诊断和防治方面的研究也有了
显著进展。但要彻底消灭寄生虫病，尚需付出艰苦努力。

第二节　免疫学概述

一、免疫的基本概念与功能

传统免疫学起源于抗感染的研究，人们认为免疫仅仅是对传染病的抵抗力。２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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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随着对免疫学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步认识到机体不仅对微生物，而且对各种
非己物质均能进行识别和清除。这使免疫的概念突破了抗感染的局限，形成了现代免
疫的概念。

免疫（ｉｍｍｕｎｉｔｙ）是指机体免疫系统识别自身与异己物质，通过免疫应答排除抗
原性异物，以维持机体生理平衡的功能。免疫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免疫防御（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防止外界病原生物（如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
入侵及清除已入侵的病原生物及其产物，保护机体免受损害的功能。该功能若低下或缺
失，可导致免疫缺陷病；若反应过于强烈，则会造成自身组织损害，引起超敏反应。

（２）免疫监视（ｉｍｍｕｎ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机体随时发现、杀伤与清除体内的突变细胞
以及衰老、损伤、凋亡的细胞，防止其发展为肿瘤的能力。若该功能低下，易患肿瘤和
持续性病毒感染。

（３）免疫稳定（ｉｍｍｕｎｅ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通过自身免疫耐受和免疫调节两种机制来
实现免疫系统的稳定。通常，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细胞不产生免疫应答，称为免疫耐
受。一旦免疫耐受被打破，会导致自身免疫病和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此外，免疫系统
与神经、内分泌系统一起形成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在调节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
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医学免疫学（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是研究人体免疫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阐述免
疫系统识别抗原后发生免疫应答及清除抗原的规律，探讨免疫功能异常所致免疫相关疾
病机制的科学。医学免疫学已成为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和现代医学的支撑学科。

二、医学免疫学的发展与现状

（一）经验免疫学时期
医学免疫学的发展伴随着微生物学的发展。我国唐代开元年间（公元７１３—７４１

年）就开创了将天花患者康复后的皮肤痂皮磨碎成粉，吹入未患病的儿童的鼻腔预防
天花的人痘苗法。这种种痘的方法后来传到俄国、朝鲜、日本、土耳其和英国等国家。
种人痘预防天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为日后牛痘苗的发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１８世纪末，英国医生Ｅｄｗａｒｄ　Ｊｅｎｎｅｒ观察到挤牛奶女工因接触患有牛痘的牛后，
可被传染并在其手臂上长出类似牛痘的疱疹，这些得过牛痘的女工却不会得天花。他
意识到人工接种“牛痘”可能会预防天花，并在一名８岁的男孩身上进行了接种“牛痘”
预防天花的试验，取得了成功，开创了人工自动免疫的先河。人类经过将近１８０年的
努力，于１９８０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庄严宣布，全球已消灭了天花，这是一个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

（二）科学免疫学时期
免疫学发展的初期主要是研究抗感染免疫，病原菌的发现和疫苗的研制成功大大

地推动了免疫学的发展。１９世纪中叶，更先进的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可直接观察到
细菌，并将细菌在实验室培养成功，为研制疫苗创造了条件。１８８０—１８８５年，法国微
生物学家和化学家Ｌｏｕｉｃｅ　Ｐａｓｔｅｕｒ发明了炭疽杆菌减毒疫苗和狂犬病疫苗，从此开始
了免疫机制的研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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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３年俄国学者Ｅ．Ｍｅｔｃｈｎｉｋｏｆｆ发现了白细胞吞噬作用，并提出细胞免疫学说
（即吞噬细胞理论），为细胞免疫奠定了基础。学者们相继发现过敏现象、血清病、血型
不符引起输血反应等，促使人们开始研究免疫应答的病理反应，免疫学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

１９５７年，澳大利亚学者Ｂｕｒｎｅｔ提出的克隆选择学说（ｃｌｏ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是
免疫学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根据Ｂｕｒｎｅｔ的学说，在１９７５年发展的单克隆抗体
技术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中引发了一场革命。

２０世纪下半叶人们对免疫系统开始有了全面的认识。如对免疫球蛋白分子结构
和生物学活性进行了进一步研究；１９５７年Ｇｌｉｃｋ发现了鸡腔上囊的淋巴细胞，称为Ｂ
淋巴细胞；１９６１年 Ｍｉｌｌｅｒ和Ｇｏｏｄ发现了依赖于胸腺发育的淋巴细胞，称为Ｔ淋巴细
胞，其后不久，其他的科学家进一步证实Ｔ细胞负责细胞免疫，Ｂ细胞负责体液免疫，

Ｔ细胞和Ｂ细胞之间有协同作用。

（三）现代免疫学时期

１９５３年 Ｗａｔｓｏｎ和Ｇｒｉｃｋ揭示了遗传信息携带者ＤＮＡ的双螺旋结构，开创了生
命科学的新纪元。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兴起，极大地推动了免疫学的发展，大量的免疫
分子的基因被克隆，使得人们对免疫应答的研究深入到基因水平和分子水平。如对抗
体多样性和特异性的遗传学基础、Ｔ细胞抗原受体的基因克隆、免疫遗传学和 ＭＨＣ
限制性、细胞因子及其受体、信号转导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三、２１世纪免疫学发展的趋势

免疫学的理论和技术也渗透到相关学科，使免疫学出现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如
免疫生物学、免疫病理学、免疫遗传学、分子免疫学、临床免疫学、肿瘤免疫学、生殖免
疫学等。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为人类功能基因组计划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功能基因组
计划、蛋白质组学计划引领着２１世纪生命科学的发展，免疫学在２１世纪的生命科学
和医学发展中，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我国学者对医学微生物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汤飞凡教授

我国学者对医学微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
汤飞凡、朱既明等。下面重点介绍有代表性的学者汤飞凡。

汤飞凡（１８９７—１９５８），男，１８９７年７月２３日生于湖南
醴陵县。１９１４年考入湘雅医学院，１９２１年毕业并获得美国
康涅狄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５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
学院深造。１９２９年回国，先后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教
授、上海雷斯德研究院细菌学系主任。

他是最早研究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衣原体的微生物
学家之一。１９５５年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无可争辩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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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了半个多世纪关于沙眼病原体的争论，是唯一的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的中
国微生物学家。他为了证实沙眼的病原体，竟两次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由
于沙眼病原体的确认，使沙眼在全世界大为减少。１９８２年在巴黎召开的国
际眼科学大会上，追授给他金质沙眼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带领中国生物制品业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国生
物制品领域的擎天一柱。根据汤飞凡等专家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
种牛痘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于１９６１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
早１６年。卫生界普遍认为，汤飞凡的最大功绩在于建设了中国的防疫队伍。

免疫是指机体免疫系统识别自身与异己物质，通过免疫应答排除抗原性异物，以
维持机体生理平衡的功能。免疫学是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和现代医学的重点学
科。免疫功能是由免疫系统执行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
机体的免疫功能主要有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和免疫稳定，免疫功能失调时可导致多种
免疫相关疾病。

病原生物学是研究各种病原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与免疫性以及特异性诊断
和防治的一门科学。病原生物包括病原微生物和人体寄生虫两大部分。

微生物分为三大类，即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真核细胞型微生物和非细胞型微生物。
微生物在自然界分布极广，绝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是无害的，有些是有益甚至是必需
的，仅有一小部分可引起人类与动植物疾病，这些微生物称为病原微生物。人体体表
及胃肠道、呼吸道等与外界相通的腔道都有微生物寄居，对人体有益无害，称为正常菌
群。只有在机体抵抗力低下或寄居环境改变时才导致疾病，此时称它们为条件致病菌
或机会致病菌。

寄生虫是指失去自生生活能力，长期或短暂依附在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获
取营养并给对方造成损害的低等动物和单细胞生物。人体寄生虫学的内容包括医学
蠕虫、医学原虫和医学节肢动物三部分。我国由于地跨寒、温、热三带，自然条件和经
济条件差别大，人们的生活习惯复杂多样，寄生虫病的流行还相当严重，防治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

１．简述微生物、病原微生物、寄生虫的概念。

２．简述免疫的基本概念与功能。

３．简述微生物与寄生虫的分类。

４．简述正常菌群与条件致病菌的概念。

（夏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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