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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心内膜炎概述



定义
感染性心内膜炎是一种由细菌、真菌或其他微生物直接感染心瓣膜或心

室壁内膜引起的炎症。

发病机制
病原微生物通过血液传播至心脏，在心瓣膜或心室壁内膜上定植并繁殖，

引发局部炎症和感染。

定义与发病机制



患者可出现发热、心脏杂音、贫血、脾肿大

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心力衰竭、栓塞等并

发症。

临床表现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血液培养和超声心动

图等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其中，超声心

动图可发现心内膜赘生物，为诊断提供重要

依据。

诊断方法

临床表现及诊断方法



危害性

感染性心内膜炎如不及时治疗，可导致心脏瓣膜功能受损、心力衰竭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

重要性
提高对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有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该病，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和死亡率。同时，加强预防措施，如注意口腔卫生、及时治疗口腔和皮肤感染等，可有效降

低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发病率。

危害性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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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与策略



改善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

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食物，如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
戒烟限酒，减少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

降低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发病风险。

保持充足的睡眠和适当锻炼，增强身体

免疫力，降低感染风险。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感染病灶，如扁桃体炎、

牙周炎等。

定期体检和及时治疗感染

对于已经发生的感染，应积极就医并接受规范治疗，避免感染扩散

引起心内膜炎。

在进行牙科、上呼吸道、泌尿生殖系统等手术或操作时，应预防性

使用抗生素以降低感染性心内膜炎的风险。



避免与已知感染源直接接触，如患有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

携带病原体的动物等。若必须接触，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避免滥用静脉药物和吸毒，减少因此而引起的感染性心内膜炎风险。

在进行性行为时采取安全措施，避免性传播疾病导致的感染性

心内膜炎。

避免高危行为和接触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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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与预防方案



术后持续用药
根据手术类型和患者情况，术后继续使用抗生素一段时间，以降低感染风险。

针对高危人群
对于存在心脏瓣膜疾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应在牙科手术、呼

吸道、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有创检查或手术前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术前预防用药
在手术或操作前1小时内开始使用抗生素，以确保在手术过程中血液和组织中

的药物浓度达到有效水平。

抗生素预防用药指导原则



具体药物选择及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严格按照医嘱使用抗生素，包

括用药剂量、用药时间和用药

途径等。对于需要长期预防用

药的患者，应定期接受医生的

评估和调整用药方案。

药物选择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手术

类型，选择适当的抗生素。

常用的抗生素包括青霉素、

头孢菌素、氨基糖苷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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