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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展望
第二十五章 幽门螺杆菌受体与可溶性幽门螺杆菌抗原测定
第一节 幽门螺杆菌相关受体的研究
一、细胞表面型受体
二、细胞外基质受体
第二节 血清可溶性Hp抗原测定
一、现有Hp测定方法的评估
二、血清可溶性Hp抗原测定的机制
三、S－Hp测定的方法
四、S－Hp测定的临床价值
五、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六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临床结局多样性机制研究进展
第一节 幽门螺杆菌因素
一、vacA和cagA基因及其表达的蛋白
二、cag致病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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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毒力因子多态性与致病性的关系
第二节 非幽门螺杆菌因素
第三节 幽门螺杆菌与宿主互相作用
一、炎症反应
二、抗原模拟
三、细胞增生与凋亡
第四节 展望
第二十七章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进展
第一节 幽门螺杆菌的诊断
第二节 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适应证及方案
第三节 幽门螺杆菌耐药性及治疗对策
第四节 幽门螺杆菌根除后复发及对策
第二十八章 消化道出血诊断与治疗的现状
第一节 消化道出血诊断的临床思路
一、呕血、黑粪与便血的分析
二、大量出血的早期识别
三、出血程度的估计
四、病史是诊断的基础
第二节 内镜检查是首选的诊断方法
一、食管疾病出血
二、胃、十二指肠疾病出血
三、肠道疾病出血
第三节 影象诊断方法的应用
一、血管造影检查的应用
二、胃肠X线检查的应用
三、放射性核素检查的应用
四、鼻胃管抽吸检查的应用
第四节 消化道出血的治疗措施
一、紧急处理与监护
二、内镜下局部止血
三、消化性溃疡与急性胃黏膜病变出血的治疗
四、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治疗
五、其他疾病出血的治疗
六、外科手术适应证
第二十九章 消化性溃疡出血的内镜治疗
第一节 流行病学
第二节 内镜治疗
一、内镜下控制出血的方法
二、治疗对象的选择
三、再次治疗的作用
四、内镜治疗后再出血
第三节 胃酸的抑制
第四节 急诊手术
第五节 复发的预防
第三十章 胃十二指肠黏膜防御功能的新认识
第一节 黏液－HCO3 屏障
第二节 黏膜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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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黏膜上皮细胞的再生和修复
第四节 前列腺素
第五节 胃肠肽类激素
一、生长抑素
二、铃蟾肽（蛙皮素）
三、神经降压素
四、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第六节 生长因子
一、表皮生长因子
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三、转化生长因子
四、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第七节 其他增强胃肠黏膜防御功能的因素
一、巯基物质
二、白介素－1
三、一氧化氮
四、辣椒素
五、钙通道阻滞剂
六、铝制剂
第三十一章 消化系统内镜的新进展
第一节 内镜设备的进展
一、电子内镜的进展
二、细径和极细径纤维内镜
三、小肠镜的改进
四、超声内镜的改进
五、内镜辅助设备的进展
第二节 消化系统内镜诊断学的进展
一、放大内镜检查
二、色素内镜检查
三、胆管镜及胰管镜检查
四、超声内镜
五、内镜功能检查
六、磁共振胰胆管成象及仿真内镜
第三节 消化系统内镜治疗学的进展
第三十二章 胃肠道仿真内镜
第一节 VE基本原理与成象技术
第二节 胃肠道VE临床应用
第三节 VE优点与局限性
第三十三章 胃肠道免疫的若干进展
第一节 肠道相关淋巴样组织及相应免疫应答的特点
一、肠道集合淋巴结
二、固有层淋巴样细胞
三、上皮内淋巴细胞
四、口源性耐受
第二节 T、B淋巴细胞亚群和细胞因子
第三节 IgA的分泌和功能
第四节 肝脏相关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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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胃肠道和自身免疫病
第三十四章 胃肠激素的某些进展
第一节 胃肠激素与免疫
一、肠道免疫系统
二、黏膜免疫功能的神经内分泌调节
三、神经肽对机体防御反应的生理和病理生理学意义
第二节 胃肠激素与细胞增生和上皮修复
一、细胞增生分化的调控
二、胃肠道上皮修复的调控
三、胃肠激素对细胞增生的影响
四、胃肠道生长因子和胃肠激素对上皮生长和修复的影响
第三十五章 消化道多肽激素研究的进展
第一节 脑肠神经系统的概念
第二节 胃－肠－胰（GEP）多肽激素的分子生物学
一、GEP多肤激素分子的胞内合成（前激素原）
二、多肽激素的异质性
三、GEP多肽激素的生物效应和作用机制
第三节 消化道多肽激素对上皮细胞及自身分泌细胞的促营养、促生长作用
第四节 胰岛APUD瘤的内科治疗
一、细胞毒药物治疗
二、经皮动脉栓塞治疗
三、其他对症治疗药物
四、生长抑素及其长效衍生物（奥曲肽）治疗
第五节 胃酸分泌和胰外分泌的调节
一、胃酸分泌的调节
二、胰腺外分泌的调节
第三十六章 新型疫苗研究进展
第一节 多肽疫苗
一、多肽疫苗的优点
二、抗病毒性的多肽疫苗
三、抗菌多肽疫苗
四、抗寄生虫多肽疫苗
五、抗肿瘤疫苗
第二节 新型活疫苗
一、遗传重组疫苗
二、基因缺失疫苗
第三节 合成肽疫苗
第四节 蛋白质工程疫苗
第五节 抗独特型抗体疫苗
第六节 口服疫苗
一、口服疫苗的优越性
二、流感口服疫苗
三、甲肝口服疫苗
第七节 核酸疫苗
一、DNA的免疫机制
二、影响DNA疫苗免疫效果的因素
三、DNA疫苗的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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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佐剂
第九节 展望
第三十七章 炎症性肠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进展
第一节 发病机制
第二节 药物治疗
一、一般治疗原则
二、主要药物
三、治疗方案举例
第三节 治疗的某些进展
第四节 展望
第三十八章 肠易激综合征的动力学研究
第一节 病因
第二节 病理生理学
一、胃肠动力学异常
二、内脏痛觉过敏
第三节 临床表现
第四节 诊断
第五节 治疗
一、解痉剂
二、止泻药
三、通便剂
四、促动力药
五、抗抑郁药
六、内脏止痛剂
第三十九章 生物反馈与结直肠动力性疾病
第一节 结肠的正常生理功能
第二节 肛直肠病理生理与临床
一、粪便排出机制
二、功能性排便异常与临床
第三节 肛直肠动力检测方法及其意义
一、肛直肠测压法
二、排粪造影法
三、排便流速的测定
四、粘性液体排出实验
五、疲劳速率指数（FRI）
六、肌电图
第四节 生物反馈疗法与功能性排便异常
一、治疗对象的选择
二、方法及疗程
三、疗效评估方法
第五节 生物反馈技术应用的评价
第四十章 慢性肠假性梗阻
一、定义
二、病因学
三、临床表现
四、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五、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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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诊断
七、治疗
第四十一章 胃－食管反流病
一、人体食管和胃－食管连接区的实用局部解剖
二、人体食管和胃－食管连接区的生理学
三、病因和发病机制
四、病理改变
五、临床表现
六、诊断
七、并发症
八、治疗
第四十二章 贲门失弛缓症的研究进展
第一节 发病情况
第二节 病因和发病机制
一、病因
二、发病机制
第三节 病理生理
第四节 临床表现
一、症状
二、并发症
第五节 诊断检查
一、X线检查
二、食管压力测定
三、内镜检查
四、食管通过时间测定
五、诊断标准
第六节 鉴别诊断
一、贲门及食管下段癌
二、贲门及食管下段良性肿瘤或外压性狭窄
三、贲门及食管下段瘢痕狭窄
四、反流性食管炎
五、弥漫性食管痉挛
六、食管硬皮病
第七节 治疗
一、药物治疗
二、扩张治疗
三、肉毒杆菌毒
四、硬化剂治疗
五、微波治疗
六、手术治疗
七、治疗选择及其前景
第四十三章 门脉高压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药物治疗及理论基础
第一节 门静脉及血流的生理学
一、门静脉的生理学特征
二、门静脉血流的生理学
第二节 肝硬化门脉高压的发生机制
一、门静脉血流增加和高动力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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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阻力的增高
第三节 门脉高压药物治疗的病理生理基础
一、肝内阻力
二、门脉侧支阻力
三、全身血容量的增加
第四节 门脉高压药物治疗的血流动力学
一、胃食管静脉曲张的形成及其破裂的影响因素
二、食管静脉持续出血的影响因素
三、药物治疗的血流动力学终点
第五节 胃食管静脉出血的药物治疗
一、控制急性出血的药物
二、预防第一次出血和再出血
第四十四章 门脉高压症出血的内科治疗
第一节 门脉高压症出血的药物治疗
一、生长抑素及其类似物
二、特利加压素
第二节 食管和胃静脉曲张出血的皮圈结扎和硬化剂治疗
一、内镜静脉曲张皮圈结扎治疗（EVL）
二、硬化剂治疗（ES）
第三节 内镜金属夹及粘合剂止血治疗
一、内镜金属夹止血治疗
二、内镜组织粘合剂止血治疗
第四节 经颈内静脉肝内门体支架分流术（TIPS）治疗
第五节 肝移植
第四十五章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研究进展
第一节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结构
第二节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作用机制
第三节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组织器官分布
第四节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功能调节
第五节 总结
第四十六章 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治疗
第一节 干扰素
第二节 胸腺肽
第三节 利巴韦林
第四节 核苷同类物
第五节 熊去氧胆酸
第六节 金刚烷
第七节 静脉放血祛铁
第四十七章 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治疗的进展
第一节 干扰素疗法
第二节 干扰素－利巴韦林联合疗法
第三节 胸腺素－干扰素联合疗法
第四节 去铁疗法
第五节 其他疗法
第六节 结论和展望
第四十八章 细胞凋亡与肝脏疾病
第一节 细胞凋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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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细胞凋亡的调控
一、特殊受体及其配体的结合
二、细胞内凋亡信号通路的调控
三、其他癌基因
第三节 肝脏疾病中的凋亡现象
一、肝细胞癌
二、病毒性肝炎
三、酒精性肝病和中毒性肝损害
四、药物性肝损害
五、急性肝衰竭
第四十九章 细胞凋亡与慢性肝病
第一节 细胞凋亡
一、细胞凋亡概念
二、形态学特征
三、凋亡程序及其机制
第二节 慢性肝病中的细胞凋亡
一、慢性病毒性肝炎
二、酒精性肝病
三、自身免疫性肝病
四、代谢性肝脏疾病
五、肝纤维化
六、肝硬化
七、肝细胞癌
八、针对凋亡的治疗
第五十章 病毒性肝炎的基因治疗
第一节 分子抗病毒物
一、反义寡核苷酸
二、核糖酶
三、显性阴性蛋白质
第二节 载体
一、病毒载体
二、非病毒载体
第三节 总结
第五十一章 脂肪肝的研究进展
第一节 脂肪肝的病理学评估
一、定义与分类
二、大泡型脂肪肝
三、小泡型脂肪肝
四、脂肪肝炎
五、肝纤维化
六、肝硬化
第二节 脂肪肝的发病机制
一、脂肪代谢异常
二、激素影响
三、环境因素
四、遗传因素
五、氧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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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免疫反应
七、肝筛改变
八、游离脂肪酸的作用
九、缺氧和肝微循环障碍
第三节 脂肪肝的诊断
一、存在常见的危险因素
二、血液生化检查
三、影象学检查
四、肝活检
第四节 脂肪肝的治疗
一、脂肪肝治疗的基本原则
二、饮食治疗
三、药物治疗
第五十二章 肝纤维化分子生物学机制
第一节 细胞外基质与肝纤维化
一、细胞外基质的细胞来源
二、细胞外基质的分解
第二节 细胞因子的调控作用
一、转化生长因子β1
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三、肿瘤坏死因子α
四、白介素1
五、干扰素a、r
第五十三章 肝纤维化治疗的现状和展望
第一节 抗病毒治疗
第二节 抗肝纤维过度沉积
一、抑制ECM产生细胞（星状细胞）的细胞内传递系统
二、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
三、抑制ECM合成过程
四、促进ECM分解
五、转基因
六、中和抗体
七、抑制炎症反应
第三节 预防和治疗内毒素血症
第五十四章 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
第一节 ECM的成分及其代谢酶
一、ECM的成分
二、ECM的代谢酶
第二节 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
一、PⅢNP
二、7S－胶原
三、Lam－P1
四、HA
五、其他
第三节 结语
第五十五章 介入治疗在消化系疾病中的应用
第一节 经导管血管内灌注药物和栓塞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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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肝癌的肝动脉栓塞化疗
二、脾动脉栓塞治疗门脉高压和脾功能亢进
三、动脉造影对急性消化道出血的诊断和治疗
四、肝血管瘤的栓塞治疗
五、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栓塞治疗
第二节 穿刺活检、造影和减压引流术
第三节 带囊导管扩张术
第四节 经颈静脉肝活组织检查
第五节 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
第五十六章 重症胰腺炎的发病机制和治疗
第一节 重症胰腺炎的发病机制
一、胰腺腺泡损伤
二、腺泡损伤后的变化
三、重症胰腺炎并发症的发生机制
第二节 重症胰腺炎及其并发症的防治
一、治疗方案
二、展望
第五十七章 慢性胰腺炎的诊断与治疗
第一节 定义和分类
第二节 病因及发病机制
一、慢性酒精中毒
二、胆道系统疾病
三、胰腺外伤和手术创伤
四、高钙血症
五、先天性遗传性因素
六、免疫因素
七、其他因素
第三节 临床表现
第四节 实验室检查
一、胰腺外分泌功能检查
二、胰腺内分泌功能检查
第五节 影象学检查
第六节 诊断与鉴别诊断
一、诊断程序
二、诊断标准
三、鉴别诊断
第七节 治疗
一、内科治疗
二、外科治疗
第五十八章 胰腺炎的内镜诊断与治疗
第一节 急性胰腺炎的内镜诊治进展
一、急性胰腺炎的相关病因研究
二、急性胰腺炎及其内镜诊断与治疗
第二节 慢性胰腺炎及其内镜诊治进展
第五十九章 急性胆源性胰腺炎的诊断治疗进展
第一节 发病机制
第二节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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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断急性胰腺炎
二、提示胆源性胰腺炎的依据
三、确定急性胰腺炎的严重程度及预后
第三节 治疗进展
一、胆石处理
二、重症胰腺炎的处理
第六十章 慢性胰腺炎的病因与发病机制
第一节 胆道系统疾病与慢性胰腺炎
第二节 慢性酒精中毒
第三节 热带性胰腺炎
第四节 急性胰腺炎和胰腺分裂症
第五节 遗传性胰腺炎
第六节 特发性慢性胰腺炎
第七节 其他
第八节 慢性胰腺炎病因学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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