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肠道微生态与若干疾病的分子关联及干预策略

Molecular links between gut microbiota and several disorders as
well as interventional strategies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学员将熟知肠道菌群正常种类分布、生理功能

和影响因素，明确肠道菌群紊乱的表现，对局部及全身不同系统、器

官机能及代谢的影响；结合本专业特点，了解与特殊疾患间分子关联

及代谢基础，建立肠道菌群-代谢-免疫-神经调节网络概念，熟悉研

究肠道菌群的基本手段 谢调道全

基道菌患关谢联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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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2-08

-26（周

五）

肠道菌群与胆汁淤积性疾

病及肝硬化失代偿

丁佳副主任医师：复旦大

学附属静安中心医院

阐述肠道菌群异常与胆汁淤

积性疾病，如原发性胆管炎、

药物性或妊娠性胆汁淤积症

发病关系及对肝硬化失代偿

期的影响，探讨相应的干预

手段

9

2022-08

-30（周

二）

影响情绪、精神障碍及精

神病的肠道菌群基础

陈京红教授（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

肠道菌群如何影响心理、情

绪等生命活动？肠道菌群在

神经精神疾患中起何作用？

10

2022-09

-02（周

五）

肠道菌群与肿瘤

董玲教授（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

肠道菌群改变在肠道、肝脏

等部位肿瘤的发生进展中起

何作用？哪些代谢途径参与

这些过程？如何通过调整肠

道菌群预防肿瘤？

11

2022-09

-06（周

二）

肠道菌群与肝脏疾病及防

治策略

吴健教授 (复旦大学基础

医学院)—英文演讲

通过肠肝轴肠道菌群影响肝

脏的代谢、炎症反应、病理

转归

12

2022-09

-09 (周

五)

粪菌移植在慢性肠道疾病

和它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沈锡中教授（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

粪菌移植的供体标准、菌种

的标准化、移植的方法、途

径、适应症及治疗效果的褒

贬及并发症

13

2022-09

-13（周

二）

实验课：厌氧菌的分离与

培养

博士生：刘畅、杨咏玉，

指导：吴健（复旦大学基

础医学院）

厌氧菌作为肠道菌群的一部

分，它的分离培养需要特殊

厌氧环境和技术。这一实验

课将展示厌氧菌分离培养的

整个过程及考核指标。

2022-09

-13（周

五）

学生交综述（下午 5:00 时

截止）

结合学生自己的专业，阐述

肠菌在某一疾病中的作用及

分子联系，探讨相应的干预

手段

2. 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

考核形式* 权重 评定标准

出勤 10% 微信签到、腾讯在线确认



课堂表现 10% 参与讨论、交流记录（讨论记录）

作业/实验/实践 20% 超星在线作业完成情况

课程论文 60% 综述完成及评审结果

3. 教学参考资料

《医学微生态学》李兰娟，人民卫生出版社. ISBN 号：

9787117190077。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李兰娟院士主编的

《医学微生态学》教材，传承了国内外优秀参考书的特色，根据课程

教学的要求、学科的发展以及实际应用的需要，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医

学微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临床进展和转化应用，探讨了人

体正常微生物群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联系，反映了当前医学与微生态

学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后带来的快速发展。同时引入了国际上的最新

研究进展，如人体微生物测序工作、微生物群落及功能、人体肠道微

生物的构成、肠道微生物与炎症性肠病和肥胖等疾病的关系等，相信

这本教材能充分提高读者的学习兴趣和对医学微生态学科的深入了

解。

4. 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东安路131号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星楼

205 室

办公时间 正常上班时间

联系邮箱 Jian.wu@fudan.edu.cn 联系电话

手 机 ：

15001985452、

座 机 ：（ 021 ）

5423-7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