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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口腔医师应试指导(2013)》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更加方便的了解与掌
握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要求，结合新大纲和新命题规律，系统讲述了出线频率较高的考点、难点和重
点。
使广大考生提高学习效率，更好掌握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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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腹泻 某些血清型可引起人类腹泻，与食人污染的食品和饮水有关，为外源
性感染。
根据其致病机制不同，主要有五种类型： 1.肠产毒素型大肠埃希菌（ETEC）是5岁以下婴幼儿和旅游
者腹泻的重要病原菌。
污染的水源在疾病传播中有重要作用。
临床症状可从轻度腹泻至严重的霍乱样腹泻。
致病物质主要是肠毒素和定植因子，后者可使细菌黏附到小肠上皮细胞上。
 2.肠侵袭型大肠埃希菌（EIEC）主要侵犯较大儿童和成人。
所致疾病很像菌痢，腹泻呈脓血便，有里急后重，故曾称志贺样大肠埃希菌。
EIEC不产生肠毒素，能侵袭结肠黏膜上皮细胞并在其中生长繁殖，导致组织破坏和随后的炎症发生。
EIEC无动力、生化反应和抗原结构也近似志贺菌。
因此，若不注意，容易误诊为志贺菌。
 3.肠致病型大肠埃希菌（EPEC）是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菌。
EPEC不产生肠毒素及其他外毒素，无侵袭力。
病菌在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上段黏膜表面大量繁殖，黏附于微绒毛，导致刷状缘被破坏、微绒毛萎
缩、上皮细胞排列紊乱和功能受损，造成严重水样腹泻，常为自限性，但可转变成慢性。
 4.肠出血型大肠埃希菌（EHEC）为出血性结肠炎、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的病原体，血清型以O157：H7
为主。
5岁以下儿童易感染，死亡率达10%左右。
污染食品是EHEC感染的重要传染源，牛可能是O157：H7的主要储存宿主。
 EHEC的致病因子主要有菌毛和毒素。
 5.肠集聚型大肠埃希菌（EaggEC）引起婴儿持续性腹泻，脱水，偶有血便。
不侵袭细胞。
细菌产生肠集聚耐热毒素，可导致大量液体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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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口腔医师应试指导(2013)》是口腔科学考试的自学参考资料，有教
材精辟、师资权威、辅导专业、信息及时、通过率高等特点。
内容翔实，难易有度，知识点全面，适合广大医学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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