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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大自然中，存在着无法计数的生物体。
虽然．在这大干世界里，人类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人类所接触的许许多多的微小生物体无时无刻不在
侵犯人类的机体。
尽管一般而言，人类未必患病．但是，一旦机体不足以抵御这些生物体的侵犯，它们就会从某一途径
进入机体，产生相应的疾病，即所谓的感染性疾病。
人类机体各系统都可能发生感染性疾病．但首当其>中且发病率最高的当属消化系统-因为不仅致病生
物体最容易经口进入胃肠道而发生感染，而且，这些致病生物体的进入还会影响寄生于肠道中的正常
菌群．进一步干扰人体的生理功能。
消化系统各脏器．从口腔，胃肠道，到肝脏、胆道、胰腺乃至脾脏，都可发生感染性疾病。
感染性消化系统疾病在消化科的临床工作中相当重要。
因此．不少临床工作者，特别是涉足临床不久的年轻医师希望有一本可作参考的书。
然而，当前国内有关这方面的专业书并不多。
近日．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许树长副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陈胜良副教授等，组
织了甚有专长的学者编写这本题为的参考书。
纵观全书．所撰写的章节几乎为日常临床所见的内容，而且颇有特色。
全书结合实际，深入浅出．说理清楚，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太人先睹为快，并欣然为这些年轻人的辛勤工作成果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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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分基础和临床两篇。
基础篇全面、透彻地介绍了消化道的微生态环境、生理、病理生理，以及各种不同的病原体造成消化
系统感染的特点。
临床篇则系统地介绍了消化系统各部位常见的感染性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等。
　　《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内容系统、全面，结合临床部分的内容实用性强，对于广大的消化科医
师，全科医师，以及在校的医学生和研究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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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消化道正常微生态正常人的胃肠道腔内存在相当量的多种细菌，组成所谓的正常菌群。
这些在宿主内形成的定殖微生物群落，对宿主是有益的也是必需的，它们在正常状态下是无害菌。
消化道正常微生态系统对维持人体健康，建立正常的生物和免疫屏障，防止消化道疾病的发生具有重
要意义。
一、人体胃肠道菌群的生理性演变人的一生中经历2次大的生理演变。
婴儿刚出生时肠道是无菌的，出生后几小时，肠道内即出现大量的需氧菌和兼性厌氧菌。
但2～3d后，上述需氧菌和兼性厌氧菌大幅度下降，代之以严格厌氧菌增加（主要是双歧杆菌）。
出生后的5～7d，双歧杆菌的增长达到高峰，然后趋于稳定，成为婴幼儿期的肠道菌群特征。
这是第l次肠道菌群的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分娩方式（自然出生和剖腹产等）和饮食类型（母乳喂养和代乳品喂养），以及其他
环境因子也影响菌种的定殖。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医院出生的婴儿，定殖菌的类型有所不同。
第2次菌种变化发生在幼儿的离乳期。
儿童由混合喂养转向成人饮食，这时拟杆菌、厌氧链球菌等厌氧菌逐步增多，双歧杆菌逐步减少到总
菌数的10％左右，而且双歧杆菌的类型也由婴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转变为成人型长双歧杆菌和青
春型双歧杆菌。
就健康成年人而言，整个成年期稳定于这一菌种结构，进入老年期，双歧杆菌进一步减少，有的个体
甚至完全不能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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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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