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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基础与临床》一书于1997年问世，于2002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再版。
此书问世后，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使其在临床、教学和科研三大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作者备受
鼓舞。
随着对幽门螺杆菌研究不断地深入，在H.pyfori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又有许多新进展，人们
对H.pylori感染处理中的某些争议问题又有许多新见解和新认识，所以，作者于2009年作第三版出版。
第三版无论从基础理论，还是到临床实践，都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而且增添了新近国内外对H.pllori若
干问题处理的共识意见和指导原则。
本书由原来的89万字增到100万字。
全书共76章，分成五个大篇：第一篇为指导性文章；第二篇为幽门螺杆菌的基础研究；第三篇为幽门
螺杆菌感染与临床疾病；第四篇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诊断；第五篇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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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伏莲，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教授。
历任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第五届常委及第六、第七届常委兼秘书。
现为第八届顾问；全国幽门螺杆菌学组组长；中华医学杂志等10余种杂志编委或副主编。

　　胡伏莲教授致力于幽门螺杆菌（H.pylori）与上胃肠道疾病研究。
于1986年在国内较早分离出H.pylori，并与周殿元教授及同道一起倡导成立了我国H.pylori科研协作组
（现为幽门螺杆菌学组），是我国H.pylori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共发表论文及述评200余篇；因论文被引频次高而荣获2005年《中华医学杂志》创刊90周年“金笔奖”
。
曾两次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奖”  （排名第一）；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排名第一）和“北
京医科大学科技进步奖”。

　　主编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基础与临床》（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中华名医谈百病》；
《临床思维指南——消化系统疾病典型病例分析》；《幽门螺杆菌感染诊疗指南》等。
参编专著及教材10余部。
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16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基础与临床>>

书籍目录

第三版序言第三版前言第一篇　指导性文章　重视幽门螺杆菌的研究　21世纪幽门螺杆菌研究展望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现状和思考　中国幽门螺杆菌研究现状　诺贝尔奖后的遗憾第二篇  幽门螺
杆菌的基础研究　第一章　幽门螺杆菌基础研究概述　第二章　幽门螺杆菌的研究史　第三章　幽门
螺杆菌的基本生物学性状　第四章　幽门螺杆菌的流行病学　第五章　幽门螺杆菌的致病机理　第六
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理学特点　第七章　幽门螺杆菌毒素及其与临床疾病关系　第八章　幽门螺
杆菌的基因组研究　第九章　幽门螺杆菌的蛋白质组研究　第十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肠激素　第
十一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酸分泌　第十二章　螺杆菌感染的动物模型　第十三章　人类海尔曼螺
杆菌感染　第十四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胃黏膜分子生物学行为改变及胃癌发生的分子机制　第十
五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黏膜损伤的免疫机制及防治策略　第十六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蛋白激酶c与
胃癌　第十七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TolJ样受体 　第十八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黏膜细胞凋亡及其
与胃癌发生关系研究　第十九章  胃癌发生过程中的分子事件及其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　第二十
章　幽门螺杆菌cagA／cagA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　第二十一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中细胞因子的调控　
第二十二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家庭聚集现象　第二十三章　幽门螺杆菌的混合感染　第二十四章　
幽门螺杆菌耐药的分子机制　第二十五章　主动外排泵外膜蛋白基因hefA与幽门螺杆菌多重耐药研究
　第二十六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后炎性损伤与胃黏膜保护　第二十七章　幽门螺杆菌的黏附机制　第
二十八章　幽门螺杆菌致病因子与胃黏膜屏障　第二十九章　幽门螺杆菌的医源性感染及其预防　第
三十章  幽门螺杆菌及宿主因素基因多态性对临床结局的影响　第三十一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微卫
星DNA不稳　第三十二章　非甾体抗炎药和幽门螺杆菌　第三十三章　基因组时代幽门螺杆菌的研究
　第三十四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细胞间隙连接改变及其在胃癌发病中的作用第三篇　幽门螺杆菌感
染与临床疾病　第三十五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临床疾病概述　第三十六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炎
　第三十七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十二指肠溃疡　第三十八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溃疡　第三十九
章　消化性溃疡发病机理和治疗新理念　第四十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　第四十一章　幽门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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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指导性文章重视幽门螺杆菌的研究萧树东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1982年RobinWarren
和BarryMarshall发现并报道从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胃黏膜分离并培养出幽门螺杆
菌(Helicobacterpylori，下称H.pylo），认为这是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主要病因。
开始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论点。
由于有关消化性溃疡与高胃酸分泌的学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治疗消化性溃疡一直沿用抗酸剂有一
定疗效，因而人们思想上很难马上扭转过来。
当时BarryMarshall也遭到不少非议和责难。
尽管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事实只有一个，不容分辩的是：在全世界有关医师和研究人员的
不懈努力下，BarryMarshall和RobinWarren的发现得到了证实。
二十多年以来，对H.pylori的诊断和治疗以及治疗指征等都有了确定和许多进展。
例如2007年MaastrichtⅢ处理Hpylori的共识意见报告，2008年我国第三次全国H.pylori处理共识意见等，
都充分说明对H.pylori研究的巨大成果。
BarryMarshall和Robinwarren两位教授也因为他们早年发现H.pylori的功绩，于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有关H.pylori的成果很多，但其中十分重要的要推消化性溃疡的治疗。
众所周知，消化性溃疡是一常见病和多发病，病程呈慢性复发性，应用抑酸药或抗酸药6～8周治疗后
，溃疡大都会愈合，但是愈后数周或数月，甚至一两年，溃疡常会再复发。
消化性溃疡的年复发率达60％～80％。
然而，H.pylori阳性的消化性溃疡患者，在根除H.pylori后，溃疡年复发率有望下降至3％以下过去消化
性溃疡的发病率颇高，近年来由于根除H.pylori已普遍开展，临床止消化性溃疡的确已较过去为少见。
可以说，消化性溃疡发病率的降低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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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基础与临床(第3版)》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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