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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染病微生态的预防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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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预防战略
,

传统观念仍局限于疫

苗和药物两大主题
。

从微生态学 细胞或分子

生 态学 角度来考虑传染病的预 防战略
,

是 当

今国际上生物医学的发展趋势
。

微生态学是边

缘学科之一
,

根据其原理调整机体内环境的生

态平衡
,

利用正常微生物群成员 生理性细菌

或其促进因子制成的生态制剂一益生素
。

。 ,

对防治某些感染症和传染病
,

特别对

防治肠道传染病发挥了重要作用
。

本学科国内外发展现状

国际 发达 国家在微生态学领域中
,

对

悉 生生物工程 的研 究与应用己

趋普及
,

用悉生动物建立动物模型对微生态学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他们侧重从分子遗传

学和生理学方面研 究正常微生物群与宿主之

间的共生关系
。

为预防传染病开发益生素提供

了理论根据
。

益生素是用来 自宿主体内的生理

性细菌制成的活菌制剂
,

对宿主有明显的营养

作 用
,

能刺激宿主建立完 备的免疫系统
,

提高

防御疾病的能力
。

在兽医界益生素能帮助动物

健全消化功能
,

维持肠道的内环境相对平衡
,

美日等国用益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既能使畜

禽增重又能防治疾病
。

改进厌氧菌培养条件
,

挖掘厌氧菌资源以开发各种生态制剂
,

在生物

工程领域中可 自厌氧菌中分离 出各种耐高温

的酶类
。

由于悉生动物和厌氧培养两大技术的

进步
,

大大促进了微生态学学科的迅速发展
。

国际上召开了 届含微生态学内容的悉生生

物 学学 术会议
,

德国每年 出版一册国际性的

《微生态学与治疗 》专刊
。

国内 早在 年代初期
,

我国科学家魏

曦教授就注意到抗生素除了能产生耐药性之

外
,

还能引起机体菌群失调的问题
。

对体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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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微生物群的微种群
、

微群落与宿主之间的生

态平衡 生理效应 与失调 病理效应 正常微

生物 包括正常病毒 与宿主 之间的共生关 系

以及生物拮抗作用 对肠道菌群失调的临床分

级分类与活菌制剂以及活菌制剂结合中医药

等生态防治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

年

代以来
,

由于悉生动物和现代厌氧培养两大技

术的发展
,

分子生物学及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应

用
,

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微生态学 学科的发

展
。

我国有关科研
、

临床
、

教学及生产人员在微

生态学新理论指导下进行 了若干有意义的尝

试和开拓工作
。

烧伤后的肠源性感染是近年引

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微生态问题
。

我国科

学工作者对 口腔
、

肠 胃道
、

皮肤
、

呼吸及泌尿生

殖道广泛地进行了生态防治研究
,

并取得 了较

好的效果
,

研制 出乳杆 菌
、

双歧杆菌
、

粪链球

菌
、

肠球菌
、

蜡样芽袍杆菌及地衣芽泡杆菌等

活菌制剂
。

近年在动物微生态学和植物微生态

学方面的发展相当迅速
,

研制出乳杆菌
、

蜡样

芽胞袍杆菌
、

地衣芽袍杆菌及植物增产菌等
,

其生态制剂在畜禽和农作物中的应用
,

己获得

明显的社会效益和 巨大的经济效益
。

我国 自

年代以来召开了五次全国微生态学学术会

议
,

其专业队伍不断扩大
,

己成立了医学 微生

态学专科学会
,

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生态医学研

究
,

定期出版了《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

并编撰

了《微生态学》专著
,

为有关大专院校培训微生

态学专业人才提供了教材
。

本分题进展状态

发展前沿 正常微生物 包括正常病毒

与宿主细胞之间的活性分子 的生理平衡态和

病理失调态及两类活性分子互为环境条件并

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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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领域

肠内正常菌群对外袭菌生物拮抗作用
、

定植阻抗力防御传染病的机理

微生物粘附于消化道的分子基础

正常菌群成员相互作用的调节机制

病毒体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的分子生

夕屯

体内正常菌群定性
、

定量的方法学

带头领域

分子生态的平衡
、

失调与发病机理关

系的研究 包括试管模型和动物模型

新一代生态制剂
—

益生素的开发与

应用的研究

滞后领域

国产化悉生动物工程的研究与应用

国产化厌氧菌连续培养装置的研究与

应用

生态制剂质量标准控制 特别是活菌

数

老年微生态学研究

我国的差距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态制剂品种少
、

门类不全 我国生

态制剂主要针对肠道疾病
,

而国外 己有治疗肝

硬化
、

降血脂的活菌制剂

生态制剂工艺不过关
,

尚未能使用微胶

囊化技术延长其保存期

微生态学研究手段 比较落后
,

在悉生动

物和厌氧培养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要落后许

多年

国家有关部门对微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

方面重视不够
,

投资不足
,

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

使有的生态制缺乏论依据
,

难于打入国际市场

预测未来十年内学科发展变化
、

苗头及可

能突破的领域

随着研究手段不断完善
,

分子生物学和分

子遗传学技术在微生态学领域中的应用
,

有可

能解决某些关键问题
,

如生物拮抗作用
,

是机

体防御病原菌的重要机制
,

定植阻抗力的现象

己被人们所共识
,

其分子基础是什么
,

阐明这

些问题
,

将有助于防治有关的传染病
。

与机体共生的正常菌群的微种群
、

微群落

其稳定的机制 菌群成员间相互作用的调节机

制以及微生物粘附于消化道上皮的机制等基

础问题
,

研究清楚这些生态医学 问题
,

就可能

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
。

传染病很大一部分与病毒有关
,

由于分子

病毒学发展迅速
,

从分子生态学角度来分析和

研究病毒感染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的分子机

制
,

从而可提 出维持分子生态平衡 的有 效措

施
,

是当前应有的战略思维
。

国内己有少数运

用现代分子病毒学进展的资料来阐述某些病

毒病是由于分子生态失调而引起的实例
,

在此

基础上制定了病毒分子生态学研究的发展方

向
。

大肠杆菌
、

枯草杆菌
、

酵母菌作为基 因工

程的受体菌己被应用
,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
。

肠

道 内的正常菌群占多数的为双歧杆菌和乳 杆

菌等
,

它们既能长期定植
,

又对宿主有益
,

是制

造益生素的生理性细菌
,

若对它们进行基因修

饰
,

有可能构建成为受体菌
,

把能引起肠道疾

病的病原体或致病因子 的具有保护力的特异

性基因片段进行分子克隆
,

从而有可能获得预

防肠道传染病的理想的多价基因工程菌 疫

苗
。

近年内源性感染率上升
,

条件致病菌引起

的感染也在增加
,

依靠抗生素来控制则难 以奏

效
,

生态制剂进行防治可达事半功倍之效
。

生

态制剂 一益 生素
,

在发达国家其产品种类 繁

多
,

推广应用普遍
,

某些益生素作为保健食品

饮料
,

兽医界作为饲料添加剂都收到 良好效

果
。

自 年代以来国内保健食品厂
、

药厂
、

兽

药厂生产益生素
,

但不论选用菌种和工艺流程

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
,

产品质量不能保证
,

数量不能满足需要
,

均极需研究解决
。

当然
,

从

另一个角度来看
,

也有发挥我国优势之处
,

这

就是中医药的作用
,

己有若干临床经验证实
,

将益生素结合中草药防治急
、

慢性腹泻己获令

人满意的结果
。

因此
,

开发新一代的生态制剂
,

特别是复合生态制势在必行
。

用生态学观点指

导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

必将使我国传染病的预

防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和一个新的水平
。

在今后十年内我国应优先资助的前沿和定

向课题

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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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肤吸收引起急性

铅中毒一例报告

粱青枝 杨晓玲 易震伟

长沙市职防所

铅及其化合物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及 消化

道进入人体
,

经完整皮肤吸收的可能性较小
。

有实验证明
,

皮肤破损
,

外用含铅药物确有铅

吸收的危险
,

但引起中毒者迄今未见报道
。

现

将我们遇到的一例报告如下
。

患者李 义 又
,

男性
,

岁
,

于 年 月

日不慎被固体酒精烧伤双下肢
,

当即在烧

伤面外敷用游医自配药物治疗
。

半月后
,

出现

头 昏
、

乏力
、

腹胀
、

脐周呈阵发性绞痛
,

停 止排

便 排气 夭
,

以
“

肠梗 阻
”

收住院
。

入 院时
,

次 分
,

次 分
,

。

急性重病容
,

神志恍惚
,

腹肌紧张
,

压

之无反跳痛
,

肠鸣音减弱
,

无包块
,

实验室检查

为
,

又 , ,  

, 一 , 一

, 一 ,

 !
,

 窦性心

动过速
。

超未见肝脾胆胰异常
。

入院诊断为

小 肠机 械梗阻 大腿 内侧浅度烧伤并 感染

 ! 增高原因待查
。

入院后经胃肠减压
、

补

钾
、

消炎
、

对症治疗
,

症状略减轻
。

追问病史知

患者所用外敷药内含有氧化铅
。

考虑到铅中

毒
,

逐送来我所会诊
。

经检查尿铅
、

尿 色 素
、

尿 汞
。

即 用

加 八 天为

一疗程
,

间隔四天
,

再用一个疗程
,

症状完全消

失
,

心率 次 分
,

化验
,

义 , ,

 ! 均正常
,

尿铅
,

尿

棕色素阴性
,

回家休养
,

两月后随访完全恢复

正常
。

该患者用含有氧化铅的药物敷烧伤面
,

出

现较典型的铅中毒脐周为著的阵发性腹绞痛
,

并未引起注意
,

以致 出现了铅中毒性肠麻痹性

肠 梗 阻
,

 ! 增 高
,

贫 血 等 症 状
。

用

 驱铅两个疗 程
,

症状完 全消失
,

各项检查恢复正常
,

说明用含氧化铅的药敷于

烧伤创面
,

同样可以被吸收引起急性中毒
。

该

患者的病史提示我们 详细追问病史
、

职业史
,

了解熟悉药物的治疗和毒副作用
。

严格掌握适

应症及剂量
,

才能防止误诊及给患者带来不应

有的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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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态平衡和失调与发病机理关系

的研究 试管模型和动物模型

 消化道
、

呼吸道
、

泌尿生殖道及皮肤正

常菌群正常值的研究

微生态区系的微生物微种群
、

微群落

稳定机制和正常菌群成员间相互作用调节机

制及生物拮抗作用机制的研究

微生物粘附于消化道分子基础的研究

内源性感染和条件致病菌生态防治问

题的研究

 ! 病毒分子生态学研究

定向课题

悉生动物
、

厌氧培养技术在微生态学

研究中应用的研究
·

对益生菌进行基因修饰扩大菌种功能

范围
,

提高代谢和益生活性及构建受体菌的研

究

益生素生产工艺及质量标准的研究

 中医药微生态学和老年微生态学研究

我国应采取的措施建议

国家教委己同意在有关大专院校的微生

物课程中加进微生态学的内容
,

有条件的院校

应独立开设微生态学课程或讲座
,

以扩大微生

态学教育面
。

国家科委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

及有关部委对微生态学课题应独立立项以加

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聘请本学科领域

专家担任评委以保证基金确实用于与微生态

学有关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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