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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实验教程》

前言

　　病原生物学包括医学微生物学和人体寄生虫学，均为医学专业主干课程。其中的实验教学是两门
课程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多年来各大专院校均使用自编教材，缺乏对实验教学的统一要求和标准
。为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我们在获得天津市教委资助进行实验课程体系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并
尝试打破学科界限，改变传统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单科独立的实验教学模式，力求给学生一个病原生
物学的整体概念，让学生有机会把不同的病原生物放在同一环境中进行思考和比较，自主掌握不同病
原生物间的差别。从而，产生了课程内及课程间的综合性实验，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为与同
行共享，特邀天津市兄弟院校共同编写了本教材，希望通过新编教材的公开使用，把我们对这两门课
程多年的教学积淀和近年教学改革的体会介绍给同行。更希望得到同行的意见、建议和参与，促进病
原生物学实验教材的建设。　　本教材的编排结构既能满足病原生物学实验作为一个整体教学用书的
院校使用，又能供两门课程不能统一教学的院校使用。全书共分三篇和附录，第一篇为医学微生物学
实验教程，采用基础与临床相结合，以基础教学为主的编排方式，即在微生物学实验技术的学习中增
加了临床应用，而在应用中涉及了许多基本技术，互为补充。第二篇为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教程，除了
传统的寄生虫标本的观察外，增加了综合性实验病例、设计性实验方案及简单易行的基本操作技术。
两篇同时引进两个学科较为成熟的新实验和新技术，满足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第三篇为临床标本的
病原学诊断，是打破课程界限教学的示范。教材中给出适合的病例及提示，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
过对病例的分析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再通过连续性试验，独立完成对模拟临床标本的检查。或师生讨
论，对病例进行模拟检查，也能使学生得到对病原学诊断的锻炼机会。在两门实验课程学习具一定基
础时，开展一次此类病例的模拟实验室诊断，将会把实验教学引向一个高潮。示范病例各院校可选择
使用或另行编纂。附录中为组织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教材编写在努力使文字精练的同时，仍不失
系统和完整，适合于教师授课、学生自学和实验准备工作。　　本教材是各位编者辛勤工作的结晶，
凝聚了编者所在教研室历届同仁多年实验教学的宝贵经验，同时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多方支持和帮助，
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本书的完成，希望能为病原生物实验教学的规范和创新迈出第一步。但医学
教育发展迅速，我们的学术水平和编写能力有限，书中定有欠缺，衷心希望得到师生和读者的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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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实验教程》

内容概要

《病原生物学实验教程》主要讲述了：病原生物学包括医学微生物学和人体寄生虫学，均为医学专业
主干课程。其中的实验教学是两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多年来各大专院校均使用自编教材，
缺乏对实验教学的统一要求和标准。为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我们在获得天津市教委资助进行实
验课程体系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并尝试打破学科界限，改变传统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单科独立的实验
教学模式，力求给学生一个病原生物学的整体概念，让学生有机会把不同的病原生物放在同一环境中
进行思考和比较，自主掌握不同病原生物间的差别。从而，产生了课程内及课程问的综合性实验，收
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为与同行共享，特邀天津市兄弟院校共同编写了本教材，希望通过新编教材的公开使用，把我们对这
两门课程多年的教学积淀和近年教学改革的体会介绍给同行。更希望得到同行的意见、建议和参与，
促进病原生物学实验教材的建设。
本教材的编排结构既能满足病原生物学实验作为一个整体教学用书的院校使用，又能供两门课程不能
统一教学的院校使用。全书共分三篇和附录，第一篇为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程，采用基础与临床相结
合，以基础教学为主的编排方式，即在微生物学实验技术的学习中增加了临床应用，而在应用中涉及
了许多基本技术，互为补充。第二篇为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教程，除了传统的寄生虫标本的观察外，增
加了综合性实验病例、设计性实验方案及简单易行的基本操作技术。两篇同时引进两个学科较为成熟
的新实验和新技术，满足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第三篇为临床标本的病原学诊断，是打破课程界限教
学的示范。教材中给出适合的病例及提示，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对病例的分析自主设计实验方
案，再通过连续性试验，独立完成对模拟临床标本的检查。或师生讨论，对病例进行模拟检查，也能
使学生得到对病原学诊断的锻炼机会。在两门实验课程学习具一定基础时，开展一次此类病例的模拟
实验室诊断，将会把实验教学引向一个高潮。示范病例各院校可选择使用或另行编纂。附录中为组织
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教材编写在努力使文字精练的同时，仍不失系统和完整，适合于教师授课、
学生自学和实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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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实验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程第一章 微生物学实验基本技术实验一 细菌形态学检查方法实验二 细菌
的培养技术实验三 细菌的生化鉴定方法实验四 细菌变异的诱导与观察实验五 细菌的血清学试验实验
六 细菌的分布与环境因素对细菌的影响第二章 常见病原菌的分离与鉴定实验一 化脓性细菌的分离与
鉴定实验二 肠道感染细菌的分离与鉴定实验三 厌氧性细菌的分离与鉴定实验四 呼吸道感染细菌的分
离与鉴定实验五 需氧芽胞杆菌的分离与鉴定第三章 病毒和其他微生物的检测方法实验一 螺旋体的形
态观察、分离培养与血清学试验实验二 支原体的分离培养与血清学试验实验三 立克次体的形态观察
与外斐试验实验四 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与包涵体观察实验五 真菌的形态观察、培养特性与鉴定方
法实验六 病毒形态的观察实验七 病毒的分离培养技术实验八 病毒数量和感染性的测定实验九 病毒感
染的血清学试验实验十 病毒感染的快速诊断第四章 临床标本中的细菌学检查实验一脓汁或渗出液标
本实验二 咽拭子标本实验三 痰及支气管分泌物标本实验四 血液及骨髓标本实验五 脑脊液标本实验六
尿液标本实验七 粪便标本实验八胆汁标本实验九 生殖道分泌物标本第二篇 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教程第
五章 寄生虫形态学观察实验一 消化道线虫实验二 血液和组织内线虫实验三 消化道吸虫实验四 血液和
组织内吸虫实验五绦虫实验六 消化道及生殖道原虫实验七 血液和组织内原虫实验八 医学节肢动物（
昆虫纲）实验九 医学节肢动物（蛛形纲）第六章 寄生虫学实验技术实验一 粪便检查技术实验二 肛门
周围虫卵检查方法实验三 血液检查实验四 排泄物与分泌物的检查实验五 器官组织内寄生虫采集与检
查实验六 寄生虫学特殊及常用的免疫学检查技术第七章 寄生虫的体外培养及动物模型实验一 阴道毛
滴虫培养实验二齿龈内阿米巴培养实验三 利什曼原虫动物模型实验四 刚地弓形虫动物模型实验五 鼠
疟原虫动物模型实验六 日本血吸虫动物模型实验七 旋毛虫动物模型第八章 寄生虫学综合性及设计性
实验实验一 蠕虫综合实验病例实验二 原虫综合实验病例实验三 节肢动物综合实验病例实验四 人体寄
生虫学设计性实验方案第三篇 临床标本的病原学诊断一、要求学生思考和完成的问题与工作二、教学
安排示范三、示范病例附 录一、病原生物学实验室规则二、常用仪器的使用与维护三、常用培养基的
制备与应用四、常用染色液、试剂及溶液五、细胞培养常用试剂及培养液六、菌种的保存及保管七、
实验报告参考模式八、医学微生物学重要英文词汇九、人体寄生虫学重要英文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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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实验教程》

章节摘录

　　第一篇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教程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课，是病原生物学课程学习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之一。医学微生物学实验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加深、巩固和拓展对讲课内容的理解和体会；同时
学习和掌握微生物学的基本操作技术。在全部实验过程中，严格贯彻“无菌概念”的培养和训练，为
今后对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第一章　微生物学实验基本技术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是根据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性状、致病性与免疫性设计出的多种实验。本章以细菌
学实验为代表概括了微生物学实验的基本技术，包括细菌的分离培养技术、形态学、生物化学及血清
学等实验技术和原理。为第二章、第四章中对病原菌系统分离鉴定的学习打基础，同时也是第三章中
病毒及其他微生物检测方法学习的参考。另外，本章还对细菌在自然界的分布及环境因素对细菌的影
响和细菌的遗传变异进行了实验证实。　　实验一　细菌形态学检查方法　　各种细菌在一定的环境
条件下，有相对恒定的形态与结构。了解细菌的形态与结构是鉴别细菌的重要方法之一。此外，对分
析细菌的致病性和免疫的发生机制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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