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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毒素与临床的关系十分密切，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师已开始关注疾病时内毒素血症对疾病的发展、转
归及预后的影响。
本书对内毒素的来源、结构、生物学效应、检测方法、作用机制及内毒素与临床各科疾病特别是肝病
之间的关系，以及目前的治疗手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本书具有资料新、知识面广及系统性强的特点，对临床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适合临床各
科医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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