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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人们对一个由免疫反应介导、以遗传为基础，且有环境因素参与的炎症性肠病的发病机制
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其在临床各种棘手的状况、并发症有了深刻的认识。
并据此研发了许多新型有效、作用机制各异的药物或生物制剂、提出了许多新的治疗理念或手段，并
促使炎症性肠病的治疗从“艺术性”向“科学性”转变。
     有鉴于此，我们力邀众多炎症性肠病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编本书，力图对炎症性肠病的发病机
制、致病因素、临床治疗和缓解随访等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为针对炎症性肠
病的临床和科研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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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忠，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主任，兼任《中华消化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编委
，兼任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副组长。
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生期间师从著名消化病学专家萧树东教授（曾任全国消化病学会主任委员）和Tytgat教授（
荷兰，曾任世界胃肠病学会主席）。
曾在美国、荷兰等国家的著名大学进行博士和博士后研究。
从医近40年，在消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3项，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二等奖1项。
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14篇被scI收录，被近160篇国外文献引用。
主编《幽门螺杆菌研究进展》，副主编《现代消化科手册》，参与《中华内科学》等20本专著编写。
培养硕士研究生6名，博士研究生11名。
　　冉志华，博士，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卫生部内科消化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学消化科副主任，仁济临床医学院医学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内科学教研室副　主任，兼任中华
医学院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和炎症性肠病协作成员，兼任《中华现代内科学杂志》常务编委
和《胃肠病学杂志》编委，《中华消化杂志》，Chinese Medical Journal,Alimentary
Pharmacology&Therapeutics,Journal of Digestive Diseast等4本杂志的特约审稿人。
　　硕士研究生阶段，师从著名消化病学专家萧树东教授；博士研究生阶段，师从著名细小病毒专
家,Rommelaelaere教授（德国）。
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Mayo Ctinic参观、学习。
长期从事消化道疾病，尤其是炎症性肠病及消化道肿瘤防治等基础和临床工作。
曾承担德国大众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重点实验室等9个科研项目，发表论文110余篇
，其中scI收录13篇。
副主编专著2本，参与专著编写8本。
培养硕士生15名、博士生6名。
2002年获得第二届全国消化中青年学术会议优秀论文一等奖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第六届优秀青年教师
称号、2008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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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结肠炎　第三十章  白细胞分离术在炎症性肠病治疗中的应用　第三十一章  青少年儿童炎症性肠
病的特点及研究　第三十二章  激素和新型激素治疗炎症性肠病　第三十三章  炎症性肠病的病理组织
学诊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炎症性肠病>>

章节摘录

　　炎症性肠病症状与普通的细菌性肠炎有相似之处，提示肠道细菌可能就是其中的病因之一，但是
很遗憾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发现一种病原微生物与其发病存在直接的关系。
近些年来，副结核分枝杆菌和麻疹病毒受到关注，但是利用现代分析技术仍旧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直
接证据。
但是利用转基因和基因剔除的方法造成免疫缺陷的动物模型中，大多数动物在无菌的环境中不会发生
炎症，重新恢复肠道菌群，会出现肠道炎症；实验证实炎症性肠病患者针对细菌抗原的细胞和体液免
疫增强，细菌滞留促使炎症性肠病发生和克罗恩病复发；在小鼠DSS模型存在肠道菌群的变化，主要
是拟杆菌和梭状芽胞杆菌的增多，提示肠道微生态参与小鼠DSS结肠炎的发病；利用ERIC-PCR指纹图
谱分析溃疡性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急性胃肠炎发现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优势菌群种类减少，且
可能存在相对单一的肠道优势细菌；采用sscP技术发现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细菌多样性
较正常人减少；在临床工作中，使用抗生素治疗和益生菌治疗炎症性肠病可以缓解炎症性肠病以及减
少复发，这些都说明微生物和炎症性肠病存在一定的联系。
Leveau等发现肠道病原菌过度增殖可能会损伤肠道的正常动力。
其可能的机制是细菌的肠毒素通过刺激肠道黏膜主动分泌水及电解质，肠内容物的增加导致肠蠕动加
快；或者是某些促动力激素或介质的释放，如5-羟色胺、P物质、VlP释放导致肠道蠕动加快，引起腹
泻等症状；以及细菌诱发炎症导致肠道神经和caial细胞的损伤。
5-羟色胺分布于整个消化道，是中枢神经和外周神经的重要递质，来源于肥大细胞、嗜铬细胞以及胃
肠道肌间神经丛神经元及黏膜下神经丛神经节纤维及细胞，对整个肠道动力调节发挥关键的作用。
5-羟色胺参与抑制食道平滑肌收缩，机制可能就是其与食道黏膜肌层细胞上5-羟色胺4受体结合，胞
内cAMP、K电导减小，引起食道平滑肌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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