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性肠道感染的定义

和特点
急性肠道感染是指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肠道炎症，表现为腹泻、腹痛、呕吐、

发热等症状。

急性肠道感染的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其传播途径主要为粪口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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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肠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

细菌

细菌是引起急性肠道感染最常

见的病原体，如大肠杆菌、沙

门氏菌、志贺氏菌等。

病毒

病毒也能引起急性肠道感染，

如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

寄生虫

一些寄生虫如贾第鞭毛虫、隐

孢子虫等也能导致急性肠道感

染。

其他

其他病原体，如真菌和原虫，

也可引起急性肠道感染，但较

为少见。



急性肠道感染的传播途径

粪口传播

主要途径是通过污染的食物、

水、饮料或物品传播。 病毒、

细菌或寄生虫可以通过受感

染个体的粪便进入环境，并

通过口腔进入健康个体。

接触传播

通过与感染者的直接接触传

播，如握手、拥抱或亲吻。 

也可能通过间接接触传播，

例如接触被感染者分泌物污

染的物品，如玩具或餐具。

呼吸道传播

某些急性肠道感染可以通过

空气传播。 感染者咳嗽或打

喷嚏时，病毒或细菌可以通

过飞沫传播给他人，被他人

吸入体内。

其他传播途径

一些急性肠道感染可以通过

媒介传播，如蚊虫或苍蝇，

或通过动物传播，如宠物。



急性肠道感染的高发人群

儿童

儿童免疫系统发育尚未成熟，抵抗力较弱，更容易感染细菌和病

毒。

老人

老年人免疫力下降，抵抗力减弱，更容易感染病原体。

免疫缺陷人群

免疫缺陷患者，如艾滋病患者，免疫系统功能低下，更容易感染

病原体。

旅行者

旅行者在旅途中接触到新的病原体，更容易患上急性肠道感染。



急性肠道感染的临床表现

1 1. 腹泻

这是最常见的症状，可表现为水样便、粘液便、血便等。

2 2. 腹痛

腹痛常位于脐周或下腹部，可呈阵发性或持续性。

3 3. 呕吐

呕吐可伴有恶心、头晕等症状。

4 4. 发热

发热程度不一，可伴有寒战、乏力等症状。



急性肠道感染的诊断方法

临床评估

医生会询问病史、进行体格检查，并根据

症状判断可能病因。

实验室检查

包括粪便培养、血常规、生化检查等，以

确认病原体和病情的严重程度。

影像学检查

根据需要进行腹部B超、CT或MRI检查，

了解肠道结构和功能。



急性肠道感染的实验室检查

细菌培养

培养是确诊细菌性肠道感染的

重要方法，通过培养可以鉴定

致病菌并进行药敏试验。

粪便常规检查

检查粪便中是否有红细胞、白

细胞、寄生虫卵等，有助于判

断感染的类型和程度。

血常规检查

检查血常规可以了解患者是否

存在感染性休克等严重并发症。

病毒检测

对于病毒性肠道感染，可以使

用PCR等方法进行病毒检测，

以确定感染的类型和病原体。



急性肠道感染的并发症

脱水

急性肠道感染会导致严重脱水，尤其在儿童和老年人中。

电解质紊乱

呕吐和腹泻会导致电解质失衡，如低钾血症或低钠血症，影

响身体功能。

营养不良

持续的腹泻和呕吐会造成营养物质的流失，导致营养不良。

器官损伤

严重感染可能导致肝脏、肾脏或心血管功能受损。



急性肠道感染的治疗原则

对症治疗

根据患者的症状，给予止泻、止

吐、止痛等对症治疗。这可以缓

解患者的痛苦，并帮助他们恢复

身体机能。

补充液体和电解质

急性肠道感染会导致脱水，因此

补充液体和电解质至关重要。口

服补液盐溶液是理想的选择，因

为它可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并

预防脱水。

抗生素治疗

对于细菌性肠道感染，抗生素治

疗是必要的。医生会根据病原菌

类型选择合适的抗生素，并根据

患者的病情调整剂量和疗程。

支持治疗

根据患者的病情，可能需要进行

支持治疗，例如输血、氧疗、营

养支持等，以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急性肠道感染的药物治疗

抗生素治疗

针对细菌性感染，医生会根据细菌种类和

敏感性选择合适的抗生素进行治疗。

止泻药

对于腹泻症状，可以适当使用止泻药，但

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避免延误病情。

补液治疗

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是治疗急性肠道感

染的关键，特别是对于严重脱水的患者。



急性肠道感染的非药物治疗

补充水分

急性肠道感染患者常伴有呕

吐和腹泻，导致脱水。应及

时补充水分，如口服补液盐

或电解质溶液。

饮食调整

应暂时禁食或食用易消化的

食物，如米汤、稀粥、苹果

泥等。避免刺激性食物和油

腻食物。

休息和保暖

充足的休息和保暖有助于身

体恢复。避免过度劳累，保

持体温稳定。

其他措施

其他非药物治疗措施包括：

使用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

进行适当的运动，保持良好

的心理状态。



急性肠道感染的预防措施

个人卫生

勤洗手，尤其是在接触食物或

排泄物后。

食物卫生

食用煮熟的食物，避免生食或

未煮熟的食物，尤其是肉类和

海鲜。

饮水安全

饮用安全的饮用水，避免饮用

未经处理或污染的水源。

环境卫生

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定期消

毒公共场所和设施。



个人卫生习惯的重要性

勤洗手

饭前便后、接触公共场所后及时洗手。使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清

洁双手，并用干净毛巾擦干。

保持个人清洁

定期洗澡或淋浴，更换干净衣物。注意口腔卫生，每天刷牙两次，

使用牙线清洁牙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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