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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第二十一章。
酸相关性疾病是消化系统疾病中最为常见的一类疾病，是指一类由于胃酸分泌过多，或对胃酸特别敏
感而引起的一类消化道疾病的总称，常见的有胃食管反流病、消化性溃疡、卓一艾综合征及非甾体类
抗炎药引起的消化系统疾病。
本书从酸相关性疾病的解剖、生理、病理生理、诊断与治疗等多个方面进行阐述，着重将基础研究与
临床进展相结合，介绍当前最新研究成果及发现，为临床医师提供酸相关性疾病的前沿进展和诊疗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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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在发达国家正在迅速下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将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
感染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家庭人员数量减少、卫生条件改善、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治疗普遍开展等
因素有关。
 二、幽门螺杆菌传播方式 人类是HP已知的唯一宿主，HP传播途径至今尚未完全明了，但多数研究认
为，在自然环境中，人是唯一传染源，其可能的传播途径为：①在发展中国家通过粪一口；②在发达
国家通过胃一口传播。
HP能够从呕吐物、腹泻病人粪便、唾液中培养出来，提示这些是其可能的传播途径。
 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性别、饮食生活习惯、烟酒嗜好、饮用水源等因素和HP感染率无显著关系
，而年龄、社会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卫生条件、居住环境、职业等因素和感染率明显相关。
贫穷、教育程度低、卫生差、居住拥挤、兄弟姐妹多、儿童与父母或保姆同床等都是HP感染的高危因
素，职业中如胃肠科医护人员受感染可能性更大，这些均支持人一人间传播方式。
在广州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居住密度和感染率密切相关，提示密切接触增加传播机会，这和家
庭聚集性的研究结论相符。
有报告显示父母均受HP感染，子女感染率44％；如父母仅一方阳性，则下降至30％；如父母均阴性，
下降至21％；差异显著，其中母亲影响更大，母亲HP阳性，子女受感染的危险系数为16.5，父亲阳性
仅3.8。
这显示互相密切接触增加传播可能。
进一步研究显示家庭成员感染多属同种HP亚群。
宿主方面，胃酸分泌减少、营养状况差、免疫功能低下等均是儿童期受HP感染的高危因素。
 支持粪一口传播的根据是胃黏膜上皮更新脱落快，寄居其上的HP必然随之脱落，通过胃肠道从粪便
排出，污染食物和水源传播感染。
然而，只能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在水中检测到HP，而未能培养出HP。
Queralt等的一项研究显示，HP可在水中存在，并能够长期保持存活状态，但很快就失去其可培养能力
和杆状形态，他们认为，HP可被看做一种水源性传播的病原体，在饮水中的偶然存在，可能是造
成HP传播的危险因素。
在印度，另一项研究显示，HP感染率与饮水类型相关，饮用自来水的人群HP感染率比饮用烧开的水
或滤过水明显增高。
研究发现，与感染有HP的腹泻病人接触者感染HP的概率是常人的4.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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