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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梅 毒

•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系统
性传染病。



病病 因因

• 梅毒主要是通过性器官接触而得病。

• 在体外干燥条件下易失去活力，而在厌氧
及潮湿环境中可以生存很久。

• TP只感染人类，人是TP的惟一传染源。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 后天梅毒主要是通过性直接接触方式传
染。

• 先天梅毒是孕妇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



一期梅毒一期梅毒

• 硬下疳:感染后的3~4周出现在螺旋体侵入
处。

• 部位:生殖器，口腔 。



硬硬 下下 疳疳

• 初发：粟粒大小、具有浸润性丘疹或硬
结。

• 1~2周后：单个溃疡，界清，上覆棕黄薄
痂，无痛。触之有软骨样硬结。

• 2~3周后：梅毒血清试验开始阳性。

• 相应区域淋巴结肿大，无痛、坚硬，不粘
连。

• 3~8周:不治而愈，但硬结并不随之消失。

• 7~8周后：血清试验全部阳性。



唇部下疳：

1. 中等程度的巨唇；

2. 表面棕色薄痂或光滑面、溃疡；

3. 颌下淋巴结肿大。

舌部下疳：

1. 舌前1/3；
2. 表面光滑呈粉红色，覆以灰色假膜；

3.颏下及颌下淋巴肿大。

口腔表现口腔表现



二期梅毒二期梅毒------梅毒疹梅毒疹

• 感染后7~10周，或硬下疳消失后3~4周，
梅毒螺旋体经淋巴系统播散，引起全身淋
巴结无痛性肿大。

• 由于螺旋体附着于皮肤粘膜的微小血管上
或因其毒素作用，可引起皮肤粘膜损害。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 皮肤：梅毒疹，包括斑丘疹、丘疹、斑疹
及脓疱疹；

• 口腔：粘膜斑\粘膜炎；

• 全身症状：头痛、咽痛、发热、骨痛、关
节痛及肝脾肿大等；

本期感染力强，血清反应阳性。



口腔表现口腔表现

• 梅毒炎：充血，糜烂，溃疡，表面覆以假
膜。

• 梅毒粘膜斑：好发于唇，损害呈灰白色、
光亮而微隆的斑块，直径约为0.3~1.0cm
的圆形、椭圆形或环形的损害，易发生糜
烂，溃疡，但无痛。







三期梅毒三期梅毒------树胶肿树胶肿

• 感染后3~4年，其发生原因是早期未经治
疗或治疗不足。



特特 点点

结节性梅毒疹：多见于面部、四肢、躯干等
部位。扁平或豌豆大小的棕红色结节。

树胶肿：三期梅毒的标志, 又称梅毒瘤

• 可多发或散在，但一般常为孤立性病变。

• 初起为无痛性结节，暗红色，逐渐增大，
直径可达3~5cm。

• 中心软化、破溃、穿孔，组织广泛坏死，
形成境界清楚、无疼痛感的大溃疡。



三期梅毒舌炎三期梅毒舌炎

1.舌面出现直径为1~1.5cm的乳头消失
区，损害区光滑充血；

2.逐渐扩大至整个舌前1/3；
3.分叶状，伴沟裂；







1）舌树胶肿：

• 好发于舌背。

• 深层：一个，鸽蛋
大小，质地坚韧。

• 浅层：常为单个或
几个，可扪及，其
表面粘膜充血。

2）腭树胶肿：

• 软硬腭交界处，或
舌腭弓附近。

• 小结节，扩展、破
溃，组织破坏及缺
损。死骨脱出，口
腔与鼻腔穿通。



先先 天天 梅梅 毒毒

• 2岁以内为早期先天梅毒。晚期先天梅毒一
般在5~8岁开始发病，至13~14岁才有多
种症状出现。

• 晚期先天梅毒主要侵犯眼睛、牙、骨骼、
神经。如果有哈钦森牙、神经性耳聋、实
质性角膜炎，则合称哈钦森三联征。



病理损伤病理损伤

• 组织受到损伤破坏；

• 血管的塌陷，血供受阻；

• 管腔闭合性动脉内膜炎；

• 动脉周围炎及坏死、溃疡等病变。



诊诊 断断

• 详细而确切的病史；

• 全身各系统的检查；

• 及正确可靠的实验室检查。



鉴别诊断鉴别诊断

• 硬下疳应与鳞癌，从病史、梅毒血清学反
应及活体组织检查等方面均可区分。

• 梅毒粘膜斑的损害与白色角化病、白斑、
盘状红斑狼疮、药疹、扁平苔藓。

• 梅毒腭部树胶肿应与牙源性脓肿鉴别，后
者有明显病灶牙存在，而且通过血清学检
查可明确诊断。



第二节第二节 淋淋 病病

• 淋病奈瑟淋球菌泌尿生殖系统化脓性炎性
疾病。

• 淋病双球菌对未破损的皮肤不易感染，但
对未破损的粘膜可引起感染。



病病 因因

• 卵圆形或圆形；

• 急性期多在白细胞内，慢性期则在白细胞
外；

• 它是嗜二氧化碳的需氧菌,不耐干热。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 男性淋病，主要是尿道；

• 潜伏期为1～10天，常为3～5天。

• 尿道口充血，肿胀，轻微刺痛及发痒，并
有稀薄透明黏液流出。

• 2天后，分泌物变得粘稠，尿道口溢脓，并
有尿痛等尿路症状。



• 女性淋病，宫颈炎，尿道炎、前庭大腺炎
等。

• 宫颈口糜烂，白带多带脓血，尿频，血
尿，及腺体肿大、疼痛等症状。



淋菌性口炎和咽炎淋菌性口炎和咽炎

• 淋菌性口炎:粘膜充血、发红，浅表溃疡，
覆有黄白色假膜。唾液分泌增加，粘稠，
为急性炎症的表现。

• 淋菌性咽炎:咽干、不适，扁桃体充血、肿
大等急性咽炎表现 。



诊诊 断断

• 依据病史；

• 临床表现；

• 实验室检查来确定；

• 对慢性病例可取晨尿沉渣多次检查。



鉴别诊断鉴别诊断

1、急性球菌性口炎

2、急性假膜型念珠菌性口炎

3、急性坏死性溃疡性龈口炎



第三节第三节 尖尖 锐锐 湿湿 疣疣

• 人类乳头瘤病毒（HPV）感染。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 本病好发于外阴等皮肤粘膜湿润处。

• 潜伏期1~8个月，通常为3个月.
• 淡红色的小丘疹，逐渐增大，数目增多，
逐渐融合，形成疣状，蒂形成后，表现为
乳头状，蕈样或鸡冠样增殖。



口腔表现口腔表现

• 累及舌、颊、唇、腭、牙龈等。

• 细小淡红色丘疹，表面凹凸不平，易发生
糜烂，触之易出血，乳头状增生.

• 裂缝中，在口周皮肤胡须部位的疣常因剃
须而发生扩散有臭味，脓性分泌物。



鉴别诊断鉴别诊断

应与以下疾病鉴别：

1．迷脂腺症

2．乳头状增生

3．乳头状瘤

4．鳞状细胞癌



第四节第四节 艾艾 滋滋 病病

• 爱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传染病。

• 主要通过性接触或血及血制品等传染。其
特点是引起人体细胞免疫功能严重缺陷，
导致顽固性条件感染和少见恶性肿瘤，最
终死亡 。



HIVHIV的特点的特点

• RNA病毒。

• 不耐高温的脆弱病毒，离开人体不易生
存。

• 一般消毒剂75%酒精，2.5%碘酊，0.1%
家用漂白粉，0.3%过氧化氢溶液，0.5%
来苏水等处理5分钟即可灭活。

• 该病毒耐寒，在-75℃冰冻状态下，仍可生
存3个月，对紫外线不敏感。



临床表现临床表现

• HIV体内播散期：

• 原发HIV感染期：

• 血清转换期：

• 无症状HIV感染期：

• 艾滋病前期：

• 艾滋病期：

• 艾滋病晚期：



传染途径传染途径

①性接触传染

②血及血制品感染或共用HIV感染的注射器
和针头

③胎儿和围生期感染：

患者的血液、精液、唾液、阴道分泌物、眼
泪、乳汁和尿液均可分离出HIV，都有感染
性。



艾滋病艾滋病

• 主要表现是血清抗HIV抗体阳性，CD4
+T

淋巴细胞数低于0.2×109/L，伴有各种机
会感染和恶性肿瘤。



11、条件性感染、条件性感染

1）肺部综合征：80%是卡氏肺囊虫肺炎，
为最常见的机会感染，是导致患者死亡的
主要原因。

2）胃肠综合征：最常见由隐孢子虫引起的慢
性腹泻、腹痛、脓血便等肠炎病变。

3）中枢神经系统综合征：HIV侵犯脑组织可
引起头痛、呕吐、抽搐、痴呆及占为性病
变体征。

4）不明原因发热：长期发热，厌食乏力，消
瘦。



22、、AIDSAIDS伴发肿瘤伴发肿瘤

约30%~40%的艾滋病患者可并发各种
肿瘤。其中卡波西肉瘤（KS）在艾滋病感
染中最为常见，是艾滋病的标记性病变之
一。

• 非霍奇金淋巴病

• 鳞癌

• 基底细胞癌

• 黑色素瘤等



33、皮肤损害、皮肤损害

• 表现多样，常见的有单纯疱疹、带状疱
疹、严重泛发性毛囊炎、药疹及尖锐湿疣
等。



44、艾滋病的口腔表现：、艾滋病的口腔表现：

• 口腔念珠菌病

• 口腔毛状粘膜白斑

• 口腔卡波西肉瘤

• 非霍奇金淋巴瘤

• 舌癌

• 口腔疱疹：

• 艾滋病相关的牙周炎（AVAP）















：：

• 6）口腔其他表现：

• 乳头状瘤和疣.



诊诊 断断

①有HIV感染史；

②有条件致病菌感染；

③皮肤或粘膜出现卡波西肉瘤或有其他肿瘤
出现；

④血清HIV抗体阳性；

⑤T淋巴细胞功能下降，外周血淋巴细胞显著
减少。CD4

+＜200/μ1；D4
+/CD8

+＜1.0
（正常人1.2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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