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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疾病流行谱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已经超出传统的疾病分类范畴。
尽管非感染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发病率逐年上升，但感
染性疾病也以特殊的形式出现，其感染病原、流行方式均有变化。
其中，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流行和高死亡率尤为突出，流行性感冒多次在全世界范围流行，2003年
的SARS爆发，并导致在世界多个国家流行和数百人死亡，近年来又出现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甲型
流感病毒（H1N1亚型）在世界范围的流行。
此外，真菌感染、少见寄生虫肺部感染、医源性肺部感染等，都已成为现代肺部获得性感染的重大疾
病。
肺部感染性疾病是最常见的肺部疾病，可由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真菌和寄生虫等微生物引
起，临床表现多样。
目前肺部感染仍然是威胁人民群众生命的一类重要疾病，发病率高，是儿童、老人和危重病人的重要
死亡原因，因此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相当重要。
同时，肺部感染性疾病的鉴别诊断包括对感染的诊断和病原学的确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对抗生素的
选择必须有针对性，由于临床大量使用及滥用抗生素，导致医院内感染和耐药菌株日益增多，对临床
治疗带来了困难，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近10年来呼吸病学的发展极其迅速，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对肺部感染性疾病的研究新成果不断出现，
新理论不断形成。
因此，很高兴见到刘朝晖教授主编的新书《临床肺部感染病学》的面世。
如前所述，出版这样一本临床专著是有必要的。
回想2003年SARS爆发的时候，很多临床医生特别是呼吸科医生，对于未知的SARS病毒不是很了解，思
想准备不足，经验不够。
但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通过我们辛勤的努力，呼吸界的广大临床医生对于SARS的发病机制、传播途
径、治疗手段有了很深的认识，为SARS疫情的控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的编者们大多是当年参加“抗非”的一线英雄。
对比了近年来的有关著作，觉得本书有不少创新和改进之处。
首先包括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及临床病例分析，不仅反映了在SARS、禽流感的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相
关发病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也结合临床实例，解决诊治中的具体问题。
同时对医院内获得性肺炎致病菌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及肺部感染最新诊治指南方面均有描述，这对广
大临床一线工作者，特别是呼吸专科医生在抗生素的使用及重症肺部感染病人的诊治方面将有较大的
帮助。
我感谢本书的编者们，他们为本书的编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也希望大家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提出
意见和建议，使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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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内容编排上，本书既按照传统的肺部感染性疾病分类，也紧密结合当代医学科学发展方向的内容，
反映呼吸病学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技术方法，如增加肺部感染性疾病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免疫学技术、
影像学诊断技术以及治疗新技术等，对当前突出的临床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如医院内获得性肺炎、
细菌耐药趋势和监测、SARS、禽流感等，补充和增添了近10年来发展的肺部感染性疾病的理论体系，
介绍部分疾病的全球共识和指南，以适应临床医疗工作的需要。
本书适合呼吸病专科医师学习参考之用，也可以作为内科、老年病科、ICU及急诊科等临床学科医护
人员学习培训的教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临床肺部感染病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呼吸系统解剖第二章  呼吸系统生理第三章  呼吸系统的防御机制第四章  肺部感染性疾病的临
床微生物诊断技术第五章  肺部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技术  第一节  放射学诊断技术在肺部感染性疾病的应
用  第二节  超声影像诊断技术在肺部感染性疾病的应用  第三节  免疫学诊断技术在肺部感染性疾病的
应用第六章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肺部感染性疾病的应用第七章  纤维支气管镜技术第八章  抗菌药物在肺
部感染性疾病的应用  第一节  抗菌药物的基础知识  第二节  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  第三节  细菌对抗菌
药物的耐药性  第四节  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原则  第五节  抗菌药物的研究进展  第六节  肺部感染的抗
菌药物治疗第九章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第十章  急性气管一支气管炎第十一章  社区获得性肺炎第十二章
 医院获得性肺炎第十三章  细菌性肺炎  第一节  肺炎链球菌肺炎  第二节  葡萄球菌肺炎  第三节  流感嗜
血杆菌肺炎  第四节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  第五节  肺炎克雷伯菌肺炎  第六节  大肠埃希菌肺炎  第七节  变
形杆菌肺炎  第八节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肺炎  第九节  厌氧菌肺炎  第十节  军团菌肺炎第十四章  肺炎支
原体肺炎第十五章  衣原体肺炎第十六章  立克次体肺炎第十七章  真菌性肺部感染  第一节  肺念珠菌病 
第二节  肺曲霉病  第三节  肺隐球菌病  第四节  肺毛霉病  第五节  肺孢子菌肺炎  第六节  肺组织胞浆菌
病  第七节  肺球孢子菌病  第八节  肺马尔尼菲青霉病  第九节  肺奴卡菌病  第十节  肺放线菌病第十八章
 病毒性肺炎  第一节  流感病毒肺炎  第二节  副流感病毒肺炎  第三节  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  第四节  麻
疹病毒肺炎  第五节  水痘病毒肺炎  第六节  单纯疱疹病毒肺炎第十九章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第二十
章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第二十一章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感染第二十二章  肺脓肿第二十三章  支气管
扩张症第二十四章  肺结核病第二十五章  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第二十六章  肺部寄生虫病  第一节  肺包
虫病  第二节  肺弓形虫病  第三节  肺和胸膜阿米巴病  第四节  肺吸虫病  第五节  肺血吸虫病  第六节  肺
部线虫病第二十七章  免疫损害宿主肺炎  第一节  器官移植后合并肺部感染  第二节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合并肺部感染  第三节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合并肺部感染  第四节  全身疾病与肺部感染第二十八
章  围手术期肺部感染  第一节  麻醉与肺部感染  第二节  手术后肺炎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临床肺部感染病学>>

章节摘录

插图：一、概述人体的组织细胞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不断地消耗氧，并产生二氧化碳。
但是，人体本身不能产生氧，贮存的氧也只够耗用几分钟，如果不及时补充，很快就会造成缺氧，甚
至在短时间内就可使组织器官发生功能变化和结构的病理改变，特别是代谢率较高的脑组织，更易受
缺氧的损害，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另一方面，人体也不断产生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蓄积过多，会产生呼吸性酸中毒，必须随时将其排
出。
这种缺氧和二氧化碳过多可激发人体的呼吸功能，以便不断地从外界吸人氧并排出二氧化碳。
机体与外界环境进行的这种气体交换过程称为呼吸。
人体在安静状态下，肺每分钟吸氧约300mL，呼出二氧化碳约250mL。
当强烈地运动或劳动时，气体交换的速度可增加10倍以上。
呼吸功能的实现主要依靠呼吸器官的功能活动及循环系统的配合，并受神经和体液因素的调节。
呼吸功能是通过3个连续的过程来实现的。
1.外呼吸外界空气经呼吸道在肺泡与肺循环毛细血管内血液间的气体交换。
2.气体运输肺循环毛细血管与体循环毛细血管间血液中的气体运输过程。
3.内呼吸体循环毛细血管内的血液与组织细胞间的气体交换。
由上述呼吸过程可知，呼吸与循环两个系统在功能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呼吸器官的疾病常引起循环功
能障碍，循环系统的疾病也常影响呼吸功能，如肺源性心脏病和心源性哮喘就是这类疾病中较常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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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肺部感染病学》是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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