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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口胫 口腔生境具有温度稳定、水分充足、微生境多样、营养丰富、生长因子
丰富、好氧的大环境和厌氧的微生境并存的特点。口腔微生物分布于软组织黏膜表面、牙齿表面和唾
液中。同时存在好氧和厌氧的微生物，主要包括：球菌、乳酸杆菌、梭形菌、放线菌、酵母菌、原生
动物、其中以细菌数量最多。 三、胃肠道 胃肠道包括：胃、小肠和大肠。胃肠道微生物主要是指大
肠内的微生物。 胃肠道易受外来微生物或病原微生物的侵染。能侵染胃的微生物有细菌（幽门螺杆菌
）、病毒（细胞巨化病毒）、酵母、寄生虫等。幽门螺杆菌与人类B型胃炎、消化性溃疡及胃癌等有
着密切关系。 胃环境内酸度高（pH≤3）、有大量的消化酶存在时，不适合于微生物生长。因此胃内
仅有数量较低的附着在胃壁上的抗酸微生物，包括酵母、链球菌、乳杆菌等。但当胃酸度降低后，细
菌数量会增加。 小肠连接胃和大肠，主要功能是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其正常环境pH稍偏碱，表面
多腺体，含有消化酶，蠕动强烈。微生物数量从近胃端的低量（103cfu/mL）到近大肠端的高量
（108cfu/mL）。 大肠的主要功能是吸收粪便中的水分和少量的营养。其正常环境pH偏碱到中性，表
面多腺体，蠕动温和。适于细菌繁殖，菌量占粪便的1/3。微生物数量巨大（1011 cfu/mL），包括：拟
杆菌、真杆菌、厌氧链球菌、双歧杆菌、肠球菌、肠杆菌、乳酸菌、梭菌、酵母等。 机体和胃肠道微
生物之间存在着互利共生关系。由微生物合成的维生素和蛋白质、产生的能源可以被机体吸收利用。
肠道微生物的减少会导致叶酸和维生素K的缺乏。 四、呼吸道 正常人的支气管和肺泡是无菌的。鼻腔
和咽部经常存在葡萄球菌、类白喉杆菌等。在咽喉及扁桃体黏膜上，主要是甲型链球菌和卡他球菌占
优势，此外，还经常存在着潜在致病性微生物，如肺炎球菌、流感杆菌、乙型链球菌等。 五、泌尿生
殖道 正常情况下，仅在泌尿道外部有细菌存在。如男性生殖器有耻垢杆菌，尿道口有葡萄球菌和革兰
氏阴性球菌及杆菌；女性尿道外部与外阴部菌群相仿，除耻垢杆菌外，还有葡萄球菌、类白喉杆菌和
大肠埃希菌等。阴道内的细菌随着内分泌的变化而异。从月经初潮至绝经前一般多见的为阴道杆菌（
乳酸杆菌类）；而月经初潮前女孩及绝经期后妇女，阴道内主要细菌有葡萄球菌、类白喉杆菌、大肠
埃希菌等。 六、眼结膜 正常眼结膜由于泪液的冲洗和溶解酶的存在，通常是无菌的。偶尔见白色葡
萄球菌和结膜干燥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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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等职业教育通用教材:药学微生物学》为了便于学习，在传授知识的教学中，注重自学能力、观察
能力、思维能力以及质量意识的培养，《中等职业教育通用教材:药学微生物学》采用理论知识与基础
实验合编的方法，方便学习者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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