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INFORMATION

18

科普之窗

2024-8-21���星期三 责任编辑 袁艳 制作 袁艳 电话：0351-�4048890

医学检验揭秘微生物的秘密武器

□

吴秋莲

在医学检验领域，微生物是我们面对的

无形但强大的对手。 它们的存在不仅仅是疾

病的根源， 更是科学家们不断探索的对象。

通过医学检验，我们得以窥探这些微小生物

的秘密武器 -- 那些让它们在宿主体内存

活、繁殖并引发疾病的独特机制。 这些微生

物的生存策略多种多样，有的通过伪装躲避

免疫系统，有的则通过释放毒素攻击宿主细

胞。 本文将带你揭开这些微生物的神秘面

纱，深入了解它们在人体内的作战策略。

一、微生物的生存伪装术

1、细胞壁和荚膜的保护作用：微生物的

细胞壁和荚膜是它们防御宿主免疫系统的

第一道屏障。 细胞壁的坚固结构使其能够抵

御外界的机械损伤和化学物质的攻击，而荚

膜则是一层黏滑的物质，能够帮助微生物躲

避宿主的免疫识别。 细胞壁不仅为微生物提

供了物理保护，还能够通过改变其结构来适

应不同的环境压力。 例如，革兰氏阳性菌的

厚细胞壁能抵御抗生素的攻击，而革兰氏阴

性菌的双层细胞膜结构则能阻挡外界的有

害物质。 此外，某些微生物还可以通过产生

荚膜来躲避宿主的吞噬作用，避免被免疫细

胞识别和摧毁。

2、抗原变异 -- 隐形斗篷：抗原变异是

微生物在宿主体内躲避免疫系统的关键策

略之一。 通过不断改变其表面抗原的结构，

微生物能够逃避宿主免疫系统的追捕，从而

在体内长时间存活并繁殖。 这种 " 隐形斗篷

" 效应最典型的例子是疟原虫。 疟原虫通过

在其生命周期中不断改变表面蛋白的表达，

成功躲避宿主的免疫攻击，使得宿主很难建

立起有效的免疫记忆。 这也是疟疾难以根治

的原因之一。 同样，流感病毒也会通过抗原

漂移和抗原转换来逃避免疫系统，使其能够

不断引发新的流行。

二、微生物的进攻武器

1、毒素的分泌 -- 细胞杀手：许多病原

微生物通过分泌毒素来破坏宿主的细胞结

构和功能，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毒素分为

外毒素和内毒素两类，它们是微生物的致病

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外毒素通常由活的微生

物分泌到宿主细胞外部，如破伤风杆菌分泌

的破伤风毒素， 它能够阻断神经信号传递，

导致肌肉痉挛。 内毒素则是革兰氏阴性菌细

胞壁中的脂多糖， 细胞死亡时释放出来，会

引发宿主剧烈免疫反应，导致炎症和休克。

2、 生物膜的形成 -- 坚不可摧的堡垒：

生物膜是微生物在宿主体内形成的一种复

杂结构，它们通过分泌多糖、蛋白质等物质，

将自身包裹在一个保护性屏障内，避免被宿

主免疫系统或抗生素消灭。 生物膜不仅提高

了微生物的生存能力，还能帮助它们在不利

的环境中长期存活。 例如，在医疗设备表面

形成的生物膜往往难以被常规的清洁和消

毒措施去除，容易引发持续性的感染。 这种 "

坚不可摧的堡垒 "使得生物膜相关感染成为

医学界的一大难题。

三、微生物的资源争夺战

1、 铁的争夺 -- 微生物的生存必需品：

铁是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重要元素，然而在宿

主体内，铁通常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难以

被微生物直接利用。 为了获取足够的铁，微

生物发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夺铁机制。 许多

病原微生物能够分泌特殊的分子，称为铁载

体， 这些分子可以从宿主的蛋白质中夺取

铁，并将其输送回微生物体内。 例如，大肠杆

菌就通过分泌铁载体来从宿主细胞中夺取

铁元素，从而促进其在体内的生长繁殖。 这

种资源争夺战不仅确保了微生物的生存，也

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疾病的严重程度。

2、代谢调控 -- 环境适应与竞争：微生

物在宿主体内需要面对各种环境压力，例如

氧气浓度、pH 值、营养物质的供应等。 为了

应对这些挑战，微生物会通过调控自身的代

谢途径，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 举例来说，结

核杆菌能够在低氧环境下通过改变代谢途

径来继续存活并保持致病性。 这种灵活的代

谢调控机制使得微生物能够在多变的宿主

环境中占据竞争优势，从而在与其他微生物

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总之，微生物作为自然界中最古老的生

命形式之一，凭借其复杂的生存机制和强大

的进攻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医学检验为我们揭开了这些微生物的秘

密武器，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它们的生存策

略和致病机制。 这些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

疾病的认识，也为新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开发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在未来，随着科技

的进步，我们有望在这场与微生物的斗争中

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骨折的不同类型和症状

□

何少康

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情况下都可能会导

致身体出现骨折， 比如受到外力撞击后出现

骨折，或者长期劳损后出现骨折。 说到骨折，

很多人的影响就是骨头断成两截， 其实这属

于骨折的一种严重类型， 但并不是所有骨折

都是骨头断成两截。骨折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不同类型骨折的严重程度不同， 具体表现也

各不相同。 那么，到底什么是骨折呢？ 骨折有

哪些类型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科普一些相关

知识，希望为大家提供帮助。

一、什么是骨折

在医学角度上， 骨折是指骨骼的连续性

和完整性受到破坏的疾病。在正常情况下，人

体骨骼对力量的承受是有一定强度的， 在安

全范围内并不会引起任何异常表现。但是，如

果对骨骼施加的力量高于其本身的承受强

度，则会引起患者出现骨折。 在骨折之后，患

者可能会出现骨摩擦音、畸形、活动障碍、肿

胀、疼痛等表现，需要及时加以治疗。同时，我

们都知道骨质疏松患者出现骨折的风险更

高，这是因为在骨质疏松之后，人体的骨量会

丢失，骨脆性会增加，骨骼承受力量的最大强

度变得更低， 甚至在轻微外力作用后就会出

现骨折。

二、骨折有哪些类型

骨折可以分为许多类型， 包括闭合性骨

折、开放性骨折、不完全骨折、完全骨折、稳定

性骨折以及不稳定性骨折等等， 根据骨折程

度的不同，其类型也各不相同。

1、闭合性骨折与开放性骨折：在骨折之

后，根据与外界相同与否，可以将其分为闭合

性骨折和开放性骨折。 ①闭合性骨折是指在

骨折发生之后， 虽然骨骼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受到破坏，但并没有导致皮肤或黏膜破裂，骨

折部位存在于皮肤和黏膜以内。 ②开放性骨

折是指在骨折发生之后， 骨折部位可能刺破

黏膜或皮肤，暴露在外界中，同时也会伴随较

多的失血。

2、不完全骨折与完全骨折：在骨折之后，

根据骨折的形态不同， 可以将其分为不完全

骨折和完全骨折。 ①不完全骨折是指骨骼的

连续性和完整性没有被全部破坏， 而是其中

某一部分被破坏， 包括常见的青枝骨折与裂

纹骨折。青枝骨折大多在儿童群体中出现，就

像青枝被折断后与树皮藕断丝连的形态；裂

纹骨折多见于颅骨， 类似于玻璃瓶上裂了一

道缝一样。 ②完全骨折是指骨骼的连续性和

完整性被全部破坏， 前文中提到的骨头断成

两截，就属于完全骨折。完全骨折同样可以细

分为许多类型，包括压缩骨折、嵌插骨折、粉

碎性骨折、螺旋形骨折、斜形骨折、横行骨折

等等。

3、稳定性骨折与不稳定性骨折：在出现

骨折之后，根据其稳定程度不同，可以分为稳

定性骨折和不稳定性骨折。 ①稳定性骨折是

指虽然出现骨折，但骨折部位不会出现移位，

或者出现移位的风险较小，包括嵌插骨折、压

缩性骨折、横行骨折、青枝骨折、裂缝骨折等

等。②不稳定性骨折是指在骨折之后，骨折部

位出现移位的风险较高，包括粉碎性骨折、螺

旋形骨折、斜形骨折等等。

三、骨折有哪些症状

1、疼痛：无论任何部位或任何类型的骨

折，在骨折之后都会出现疼痛感。由于骨骼的

连续性和完整性受到破坏， 患者会感受到较

为剧烈的疼痛感， 尤其是骨折处在移动或活

动时，疼痛感会进一步加剧。

2、肿胀：在骨折之后，骨折部位还会出现

明显肿胀的现象。由于骨折的影响，患者局部

区域的软组织会受到损伤，可能有水肿形成，

并且出血也会导致血肿形成， 从而造成局部

肿胀。

3、局部瘀斑：局部瘀斑通常会在骨折早

期形成，由于水肿出现，患者局部区域会出现

紫青色瘀斑。随着对骨折的治疗，血肿会慢慢

消散，而瘀斑也可能会改变颜色，包括黄色、

紫色或青色等等。

4、功能障碍：在骨折之后，骨折部位的功

能会出现障碍，影响到正常活动功能。 但是，

并不是所有骨折都会出现明显的功能障碍，

如果患者属于嵌插骨折或裂纹骨折， 并且骨

折的程度较轻，其肢体功能保留得较为完整，

但同样会出现疼痛感。

5、局部畸形：局部畸形也是骨折常见的

症状表现之一。由于骨折的影响，骨折部位可

能会出现移位，骨骼偏离了原本的位置，可能

会出现肉眼可见的局部畸形， 但是在规范治

疗之后即可恢复。

以上就是骨折的相关知识， 希望为大家

提供帮助。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十

人民医院）

肠道疾病从便秘到肠炎的全方位探索

□ 黄旭达

肠道疾病是指影响消化系统中肠道部分

的各种病症。 这些疾病涉及小肠、结肠、直肠

等部位，常常影响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的吸收。

常见的肠道疾病如便秘是指排便频率减少，

大便干燥、排便困难，或感觉排便不完全。 它

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慢性的。肠炎是指肠

道发生的炎症， 常见类型包括感染性肠炎和

非感染性肠炎等。 对从便秘到肠炎等肠道疾

病的深度认知你知道吗？

一、如何对便秘进行诊断和治疗

便秘是指排便频率减少（通常少于每周

三次）、排便困难或大便干燥、坚硬的状态。患

者可能会感到腹部不适或疼痛， 且常伴随有

排便不尽的感觉。

便秘的病因病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在

饮食因素方面，缺乏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等富

含纤维的食物；水分摄入不足。 在运动方面，

久坐不动可能导致肠道蠕动减缓。 在生活习

惯方面， 情绪波动和生活节奏不规律会影响

排便。在药物方面，某些药物（如止痛药、抗抑

郁药、铁剂、抗酸药等）会引起便秘。在疾病因

素方面，与消化系统疾病，即肠梗阻、肠易激

综合征相关；与内分泌疾病，如甲状腺功能减

退、糖尿病相关；与神经系统疾病，如帕金森

病、多发性硬化等相关。

便秘的治疗：饮食调整，即增加膳食纤

维：每日摄入足够的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确

保每天饮用足够的水（一般建议 8杯水）。 在

生活方式上，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如快走、游

泳等。 每天固定时间上厕所，促进肠道习惯。

药物治疗：如膨胀性泻药（如亚麻籽、车前

草），刺激性泻药（如比沙可啶）等，根据需要

选择。 一些非处方药物可帮助缓解便秘，但

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二、如何对肠炎进行诊断和治疗

肠炎是指肠道（主要是小肠和大肠）的炎

症，通常表现为腹痛、腹泻、便血、发热和恶

心、呕吐等症状。 根据炎症持续时间的长短，

肠炎可分为急性肠炎和慢性肠炎。

肠炎的病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感染性

肠炎，包括细菌感染：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

弯曲菌等。病毒感染，如诺如病毒、轮状病毒。

寄生虫感染，如贾第虫、阿米巴等。 非感染性

肠炎：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克罗恩病、溃疡

性结肠炎等。药物引起，某些药物（如抗生素、

非甾体抗炎药）可能导致肠道炎症。 食物过

敏或不耐受，如乳糖不耐受、麸质过敏等。 在

环境及生活方式方面：饮食因素，食用不洁食

物、辛辣刺激性食物等。心理压力可能加重肠

道炎症。缺血：由于血流不足导致肠道组织缺

氧，进而引发炎症。

肠炎的治疗：支持治疗，即补充因腹泻而

失去的水分和电解质，特别是严重脱水时。给

予患者足够的休息时间。药物治疗，针对细菌

感染的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具抗生素。在特定

病毒感染的情况下， 可能需要使用抗病毒药

物。类固醇（通常用于自身免疫性肠炎），以减

轻炎症。不推荐在感染性腹泻时使用，但在非

感染性肠炎中可以使用。饮食方面：在病情急

性期，建议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避免油腻、辛

辣食物。 症状缓解后，逐渐恢复正常饮食。

三、其它肠道疾病

如肠易激综合症， 肠易激综合症是一种

常见的功能性肠道疾病，主要表现为腹痛、腹

胀、排便习惯改变（如腹泻或便秘），但没有明

显的器质性病变。 病因包括心理因素， 即压

力、焦虑及抑郁可能诱发或加重症状。肠道菌

群失衡， 即肠道微生物的变化可能影响肠道

功能。 饮食因素，即特定食物可能引发症状。

肠道运动功能异常，即肠道的蠕动功能紊乱。

在症状方面，包括腹痛及不适，通常与排便相

关；腹胀和气体增多；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

腹泻、便秘或两者交替；在治疗方面：可使用

抗痉挛药、止泻药或轻泻药，根据症状情况。

运用认知行为疗法、 放松训练等可帮助缓解

症状。

克罗恩病： 克罗恩病是一种慢性炎症性

肠病，可影响消化道的任何部分，但常见于小

肠和大肠，病变可穿透肠壁。 在病因方面：家

族史可能增加风险。 异常的免疫系统反应导

致对肠道菌群的攻击。 吸烟、饮食习惯、微生

物组成等可能影响发病。在症状方面，包括腹

痛和腹泻，有时伴随便血；体重下降和食欲减

退；发热和疲劳；可能出现肠道外症状，如关

节炎、皮肤病和眼部炎症。 在治疗方面，包括

抗炎药（如氨基水杨酸类）、类固醇、免疫抑制

剂和生物制剂。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可能需

要补充营养。对于严重病例，可能需要手术切

除病变部位。

肠道健康对整体健康至关重要， 肠道疾

病种类繁多，从便秘到肠炎、肠易激综合症、

克罗恩病等， 了解这些疾病的特征及管理策

略，有助于患者更好地应对症状，改善生活质

量，同时，早期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对于控制病

情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广西贵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