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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肾功能不全 ⋯⋯ 《临床执业医师应试指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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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黄曲霉毒素对健康的危害：暴发性黄曲霉毒素中毒性肝炎最为严重，症状是一过性
发热，呕吐，厌食，黄疸，以后出现腹水、下肢水肿，死亡；慢性毒性主要表现是生长障碍，肝脏出
现亚急性或慢性损伤；黄曲霉毒素与人类肝癌发生有密切联系。 因此应采取防霉去毒措施。 （2）N
—亚硝基化合物：N—亚硝基化合物的形成：N—亚硝基化合物在人、动物体内、食品和环境中皆可
由其前体物质合成。食品中亚硝基化合物含量以鱼类食品最高。 对健康的危害：亚硝基化合物可诱发
多种动物的不同组织器官发生肿瘤，以肝癌、食管癌、胃癌、肠癌较多见。目前认为亚硝基化合物很
可能是人类某些癌症的重要病因。 预防措施：防止食物霉变以及其他微生物污染；控制食品加工中硝
酸盐和亚硝酸盐的使用量，以减少亚硝基化前体的量；农业用肥与用水，被认为与蔬菜中亚硝酸盐与
硝酸盐含量有关。钼肥的使用有利于降低硝酸盐的含量；大蒜和大蒜素可抑制胃内硝酸盐还原菌，使
胃内亚硝酸盐含量明显降低；制定标准，开展监测食品中亚硝基化合物的含量。 （3）农药残留。 （4
）食品添加剂。 四、人畜共患传染病 1.定义 人畜共患病是一种传统的提法，是指人类与人类蓄养的畜
禽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和感染疾病。 2.人与畜禽共患疾病的种类 人与畜禽共患疾病包括由病毒、细菌
、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休、螺旋体、真菌、原虫和蠕虫等病原体所引起的各种疾病。 3.人与畜禽
共患疾病的传播途径 （1）通过唾液传播；（2）通过粪溺传播；（3）通过飞沫传播；（4）畜禽的全
身被毛和皮肤垢屑。 4.人与畜禽共患疾病的防治方法 五、食物中毒 1.概念食物中毒是指进食被致病性
细菌及其毒素、真菌毒素、化学毒物所污染的食物，或误食含有自然毒素的动植物而引起的急性中毒
性疾病。 2.特点潜伏期短，多为集体暴发；临床表现相似，多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发病与某种食物有
明显的关系，不食者不发病，停用该食物后，发病即止；一般无传染性的特点。 3.依据病原学分类法
，常见的食物中毒可分为4类 （1）细菌性食物中毒；（2）有毒动植物中毒；（3）化学性食物中毒；
（4）真菌毒素和霉变食物中毒。在我国以细菌性食物中毒占绝大部分，其中又以沙门菌属引起者为
多。 4.细菌性食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预防与急救措施 （1）细菌性食物中毒最多见，
占食物中毒总数30％～90％以上。 （2）细菌性食物中毒诊断原则：①有明显的季节性；②符合食物
中毒的特征；③有细菌及毒物检测结果证明；④必要时进行动物毒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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