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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与慢病防控系列报道之一一七

健康小贴士

注意生活细节有助预
防感染

幽门螺杆菌主要是
经口腔进入人体，这种细
菌常存在于带菌者的牙
垢与唾液中，因此注意口
腔卫生、定期换牙刷是预
防该菌感染、预防胃病与
胃癌的重要措施。

此外，改变用餐方式
选择分餐制或使用公筷
也很重要，大人不要用嘴
对嘴的方式给婴幼儿喂
食或将咀嚼后的食物给
孩子吃，这种方式容易把
幽门螺杆菌传给孩子。

科学家在部分水源
中也曾发现该菌存在，因
此生活中尽量别喝生水。

■健康提醒

■医疗新干线

小李从小胃部就有毛病，时常出现厌

食、腹痛、腹胀、恶心、呕吐、泛酸、嗳气等症

状，但家长都以为是普通胃病没当回事。

前段时间，小李觉得胃部不适加重，到医院

做了检查，结果出来后，一家人都吓坏了，

21岁的他竟患上了胃癌。

追查病因时，专家了解到，小李从小是

奶奶带大的，疼爱孙子的奶奶喜欢口对口

地喂食或将食物嚼碎后再喂，喂食时还先

用舌头试试食物的温度。

专家判断，就是因为这个习惯让小

李感染上了幽门螺杆菌，经过 20 年的发

展，加上小李平时喜欢熬夜，生活和饮食

没规律，不及时去医院确诊，最终发展为

胃癌。

幽门螺杆菌是至今唯一一种已知的胃

部细菌，我国感染率约为 60％，其中 1%会

发展为胃癌。在全国首个“无幽日”上，专

家指出，目前“四联疗法”已经达成普遍共

识，规范治疗，可以根除幽门螺杆菌，降低

胃癌发生的风险。

感染率高达40%

幽门螺杆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

菌？据了解，它是一种螺旋形细菌，主要

通过三种方式致胃病：它能定植于胃黏

膜；它所含的毒素、毒性酶能直接损害胃

黏膜；感染可引起高胃泌素血症使胃酸分

泌增高。

统计显示，在我国 20—40 岁的人群，

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高达 40%—60%，70

岁以上高达 78.9%。然而其感染潜伏期

长、难以察觉，20%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

只有一小部分人会进一步引起胃部或十二

指肠疾病。

随着胃癌成为中国第二大常见癌症，

正确防治胃癌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公

共卫生问题。“幽门螺杆菌感染使胃癌的患

病危险增加了 2.7—12 倍，同时是慢性胃

炎、消化性溃疡的主要致病因素。”中华医

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与溃疡学组

组长、南昌大学附一医院消化内科吕农华

教授指出：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世界性的问

题，在中国，每两个人中就可能有一人感染

幽门螺杆菌。

吕农华表示，目前，由于不规范的治

疗，导致幽门螺杆菌对抗生素耐药，三联疗

法的根除率日趋下降，所以正确认识幽门

螺杆菌感染、规范幽门螺杆菌检测和治疗

尤为重要。

共用餐具可引发胃癌

如今，随着检测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

的改变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年轻人罹患

胃癌的比率则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

“可能和患者在婴幼儿或儿童期就感

染了幽门螺杆菌有关。”中华医学会消化

病学分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主任房静远

教授表示，与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长期共餐

则有被传染的可能。另外，幽门螺杆菌可

通过共餐传播，还有大部分人喜欢吃辛辣

食物，这也会大大增加感染幽门螺杆菌的

机会。

现在家庭中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也越来

越多，家里有一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其家

属、孩子也会感染。因为幽门螺杆菌存在

于唾液腺及唾液中，主要通过口-口或粪-

口途径传播，所以家人聚餐、共用餐具、亲

吻都可传染。吕农华指出一旦感染幽门螺

杆菌后，若不进行治疗，几乎终身处于持续

感染中，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同时

也增加了患胃癌的风险。

“防止感染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分餐

制，直至完全治愈。”房静远强调，特别是有

孩子的家庭，尽可能不要跟孩子亲嘴，不要

口对口喂食，以免发生感染。同时，每年检

查一次胃镜和幽门螺杆菌，有症状时可半

年检查一次。

房静远建议儿童和青年期，应当进行

幽门螺杆菌的普查，如果出现上腹部不适、

胃痛、胃胀、食欲不振、嗝气、消瘦、乏力、经

常呕吐、黑色柏油样便等症状时，应及早到

医院查下胃镜和幽门螺杆菌检测。

幽门螺杆菌并不可怕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感染

与胃癌之间有相关性。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的人群患胃癌的危险性几乎是未感染人群

的 4倍。

但是，胃癌可能是幽门螺杆菌与其他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专家分析，发生胃

癌与幽门螺杆菌的菌株有很大关系，只有

含有 CagA 基因、具有空泡毒素活性的幽

门螺杆菌才有毒株，才有可能导致胃癌。

而一般的幽门螺旋杆菌则对人体并没有很

大影响。

不少人听到幽门螺杆菌后闻风而变，

乱吃药。其实幽门螺杆菌没必要逐个杀

死。多数学者主张，若无临床症状或症状

不明显、胃黏膜损害很轻者，即使幽门螺杆

菌为阳性，也不一定要抗幽门螺杆菌治疗，

可定期观察、根据医生的建议来决定如何

治疗。

房静远表示，如果盲目一味使用抗菌

药，无疑会造成该菌耐药菌株在人群中的

传播，将来根除会更加困难；同时，不是所

有的幽门螺杆菌都是产毒菌株，没必要怕

得胃癌而预防式地应用抗生素。

值得提醒的是，该菌阳性的慢性胃炎

者，若伴明显异常（有胃黏膜糜烂、中重度

萎缩、中重度肠化、不典型增生或现在称为

的高、低级别内瘤变）时，应进行根除治

疗。通过规范治疗，幽门螺杆菌治愈率可

高达 90%。

对于那些没有胃癌家族史，无明显消

化系统症状者，不必太紧张，身体不适时随

时看医生，定期体检即可。

四联疗法可以提高根除率

吕农华指出，首次成功根除幽门螺杆

菌尤为重要。研究发现，如首次根除不成

功，由于抗生素耐药的原因，再次根除的成

功率将大大降低。所以，根除幽门螺杆菌

的治疗目标就是尽可能确保首次根除成功

率，选择最有效的根除方案。

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可以有效降低胃

癌发生的风险，四联疗法则可以将根除率

提升至 95%。

四联疗法即 PPI（质子泵抑制剂）+克

拉霉素+阿莫西林/甲硝唑+铋剂, 通常

10—14 天为一个疗程。临床上，需要对

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者进行个体化的治疗，

即综合考虑患者年龄、是否有基础病、合

并用药情况、是否过敏等情况后，方可进

行治疗, 一旦彻底根治，再度复发的几率

极低。“若感染者首次治疗不正规，并且医

从性差，那么将会导致治疗的失败。”吕

农华表示，患者未按医生要求完成疗程、

不定时服药、减少量等均可导致根除治疗

失败。

虽然幽门螺杆菌感染在人群中普遍存

在，但是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发展为胃癌，大

家不必对其产生恐慌。预防幽门螺杆菌感

染的关键是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饭前

便后洗手，讲究饮食卫生，集体用餐时采取

分餐制。家里有幽门螺杆菌病患者时应该

暂时分餐，直至其完全治愈。

幽门螺杆菌缘何惹病上身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既是

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也是脑卒中和冠心病的

最重要危险因素。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慢性病

防控中心 2013年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高

血压患者人数已突破 3.3亿，平均每 3个成人中

就有 1 人是高血压患者，并且呈现年轻化趋

势。有效降低并维持患者的血压水平，已成为

改善我国高血压防控现状的首要目标。

“降压的目的是使高血压患者血压达标，

为维持血压达标，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

和因其造成患者死亡的风险。”中国医学科学

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吴海英教授介绍说，尤

其是降压后血压仍在 140/90mmHg 以上的小

于 60岁的高血压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比

是正常人群的 4.4 倍。然而，基于目前的临床

降压策略，中国仍有 55%正在治疗的高血压患

者的血压高于 140/90mmHg 。由此可见，对于

目前降压策略和方案制定仍需进一步的改进，

以满足高血压患者血压达标和减少未来卒中

等事件发生的迫切需求。

在“世界高血压日”到来之际，拜耳医药

保健有限公司宣布：强效降压药拜新同 60mg

单片新规格在中国上市。作为目前高血压治

疗的常规用药，拜新同推出 60mg 单片的新规

格，为治疗不达标的高血压患者提供了新的

选择。每日一片，强效平稳降压，可帮助患

者更早实现血压达标，进而实现患者长期有

效的血压管理。目前，全球已有 45 个国家上

市了拜新同 60mg 单片，每年服务于百万高血

压患者。

针对降压不达标后的治疗，2013 欧洲高血

压指南指出，足量和加药是降压两个有效的方

法，但在两者的优先选择上并没有明确。而这

一点在 2014 年最新发表的 FOCUS 研究中，对

高剂量钙拮抗剂（CCB）或高剂量血管紧张素

受体阻滞剂（ARB）或两者低剂量联合的疗效

与安全性的探讨，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FOCUS 研究中，既往使用 CCB 单药治疗

或 ARB单药治疗不达标的患者，随机入组到高

剂量 CCB（硝苯地平控释片 60mg）或高剂量

ARB（缬沙坦 160mg）或低剂量 CCB 联合低剂

量 ARB（硝 苯 地 平 控 释 片 30mg 联 合 缬 沙 坦

80mg）治疗 ，其结果是硝苯地平 60mg 组和硝

苯地平 30mg联合缬沙坦 80mg组的各项疗效指

标（中心动脉压、前臂耾动脉压、增强指数的变

化）均显著优于缬沙坦 160mg组。安全性方面，

三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很低。而硝苯地平

60mg组和联合治疗组的降压疗效（中心 SBP均

下降 27mmHg 左右）是相当的，这颠覆了既往

联合治疗的降压效果一定优于高剂量单药的

观点。

对此，吴海英表示：2013 年欧洲高血压指

南、2010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都对“二氢

吡啶类 CCB是唯一无绝对禁忌症的降压药”的

重要地位给予了肯定。CCB 适应症广泛，高血

压患者如果低剂量单药治疗不达标，可联合治

疗或加量治疗；低剂量联合治疗不达标时，仍

可加量治疗。“硝苯地平控释片 60mg 强效达

标、安全性高、经济方便，是不达标高血压患者

的新选择。”

血压不达标患者有了新选择
今后，只需要抽取一管血，就能早

期发现肺癌。

在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主

办的《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2015 年

版）》（以下简称《规范》）宣传健康促进

项目启动会上，《规范》专家委员会主

任、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

支修益表示：“由于肺癌早期无明显症

状，约 80%的肺癌患者在临床确诊时

已经处于局部晚期或晚期，失去了外

科手术治疗的最佳机会。血清肿瘤标

志物检测只需抽一管血，检测结果的

敏感性相对较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辅

助检查和筛查手段。”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 2012统计

年报显示，而原发性肺癌则是我国发

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肺癌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

胞 肺 癌 。 小 细 胞 肺 癌 占 肺 癌 的

15%—20%，恶性程度更高。目前，我

国肺癌患者的总体 5 年生存率仅为

15%左 右 。 但 如 果 能 及 早 发 现 早 期

肺癌，并对肺癌类别进行鉴别诊断，

在原发病灶尚未发生局部扩散和远

处转移前接受规范的治疗，患者 5 年

生存率可达 60%以上。

“《规范》旨在进一步规范我国肺

癌临床诊疗行为，提高医疗机构肺癌

的诊疗水平，改善肺癌患者预后，以及

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中国健康

促进与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克玲表示：这是首次针对医学检验

内容的解读，让老百姓认识到血清标

志物检测技术的应用能提高肺癌患者

规范性治疗的可能性。

《规范》指出，临床诊断时可根据

需要检测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辅助

诊断和鉴别诊断，并了解肺癌可能的

病理类型。“作为组织病理和影像学检

查的有力补充，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

具有准确、动态、快速和经济的优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验中心主任、北

京大学医学部检验学系主任张捷教授

表示，尤其是胃泌素释放肽前体对小

细胞肺癌诊断的敏感性最佳，是诊断

小细胞肺癌的首选标志物，能够更及

时、有效地识别小细胞肺癌。同时，胃

泌素释放肽前体不仅对肺癌的鉴别诊

断、组织分型具有较高的医学价值，对

肺癌临床治疗的疗效监测、预后评估

及随访观察等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能帮助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实

现对小细胞肺癌更好的管理。

张捷还建议，在开始治疗后 1—3

年内，每 3 个月检测 1 次肿瘤标志物；

3—5 年内每半年检测 1 次；5 年后每年

检测 1 次。随访中若发现肿瘤标志物

升高超过 25%，应在 1个月内复测 1次；

如果仍升高，则提示可能复发或存在

转移。

抽一管血即可早期发现肺癌
□ 本报记者 李 颖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红月）中国营养

学会“第十二届全国营养科学大会”近日在

京举办，作为全球领先的母婴营养专家，雀

巢在大会期间主办了“优养千日 优护一

生”论坛，邀请业内权威专家围绕母婴营养

研究最新进展发表主题演讲。

在此次论坛上，专家们指出了目前中

国家庭在“生命最初的 1000 天”中常见的

营养问题，并分析症结所在，给出相应解

决方案。雀巢大中华区首席医务科学及

合规官李文军表示，“优养千日 优护一

生”聚焦于“生命最初的 1000 天”营养教

育，未来将通过互联网、论坛、社区教育等

多样化的形式，向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婴

幼儿生命早期抚养工作的人员传播科学

营养教育知识。

据悉，“生命最初的 1000 天”是国际

公认的生命健康窗口期，指的是从妈妈怀

孕到婴儿出生后两岁。这一阶段的营养状

况不仅将影响孩子当前体格和智力的发

育，还与未来的慢性病发病率有显著联系，

是干预成年期疾病的关键窗口期。

中华医学会围产分会主任委员、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产科主任杨慧霞教授系统

阐述了“生命最初 1000 天“的营养状况如

何影响短期乃至成年后的健康状况，以及

影响成年后的饮食行为和方式，并指出中

国 孕 妇 在 体 重 管 理 上 有 待 改 进 。 雀 巢

“明”研究数据显示，中国 8 城市有 43.2%

的孕妇孕期体重增加超标。与孕期增重

正常比较，孕期增重过多巨大儿发生率将

由 9.8%提升到 13.8%，而剖宫产发生率则

由 48%显著提升到 58.4%。数据还显示，8

城市孕妇在孕前体重不足的发生率高达

21.7%。而不论是孕期增重过多还是孕前

体重不足，都会导致孩子将来的肥胖风险

明显提升。

有 关 专 家 指 出 ，中 国 8 城 市 生 命 早

期 1000 天 相 关 人 群 的 膳 食 模 式 有 待 改

善 。 孕 期 哺 乳 期 存 在 脂 肪 摄 入 比 例 过

多，蔬菜水果的摄入不容乐观，以及奶制

品摄入不足的问题，不仅影响婴儿的健

康结局，也会为母亲自己带来产后甚至

更远期肥胖及其他代谢性疾病的困扰。

0—36 月婴幼儿中，辅食时间添加过早以

及过晚普遍存在，3 岁龄儿童仅有约 63%

每天都会摄入水果，1—3 岁幼儿钠的摄

入远远超出营养学会的推荐值的数倍，

究其原因是自制食品中食盐的添加。因

此应对广大父母和婴儿看护人员宣传在

给婴儿准备食物时不需额外加盐。研究

发现，婴幼儿人群中营养补充剂的使用

普遍存在，这说明大部分家长都很重视

营养素的补充，但也有部分盲目使用导

致维生素 A 和锌的摄入量大大高于推荐

值。以上发现提示，开展生命最初 1000

天人群相关的营养教育，改善人口健康

素质刻不容缓。

“生命最初一千天”营养有待科学化

■快 讯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红月）5 月 7 日，

我国科学家在母乳中发现双歧杆菌，引起

国际儿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阿姆

斯特丹召开的欧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

和营养协会（ESPGHAN）年会上，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

所、上海市小儿消化与营养重点实验室副

研究员钱林溪博士受邀在大会上报告了在

中国母乳中分析到了双歧杆菌的研究成

果。2013 年在由丹麦科汉森公司发起的

研究中，共在 8 例中国妈妈的母乳中检测

到其中 7 例含有双歧杆菌。2014 年，样本

数量扩大至 30例，更清楚显示母乳中含有

双歧杆菌的事实。这一研究结果受到具有

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权威儿科医学组织

ESPGHAN 的关注，其正式发出邀约，将这

一关于中国母乳的最新研究向全球儿科学

术界发布。

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人们的认知。几

年前，母乳被认为是无菌的。但今天我们

知道，“好细菌”从母亲传给婴儿，尤其是双

歧杆菌，在婴幼儿健康微生物群的建立和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科汉森健康与营养部资深科学顾问

Mikkel Jungersen 先生称：“该研究是我们

不断投入的婴幼儿临床研究的一部分。若

干临床研究都证实了双歧杆菌等有益菌对

包括婴幼儿在内的人群的健康作用。母乳

中含有双歧杆菌的研究结果，将引领科学

界对于有益菌的研究更加深入。母乳中包

含有益菌的研究也使人们更加意识到母乳

的营养价值。为了婴儿的健康成长，尽可

能地进行母乳喂养。”

科学家发现：母乳中含有双歧杆菌

我国将设立“公共营养日”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5月 17日，在

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首届

“全民营养周”期间，颁发了“2015 年帝

斯曼亚洲缤纷科技奖”，来自浙江大学的

郑钜圣博士获此殊荣。

该奖项主要针对欧洲、美洲和亚洲

三个地区，此次是帝斯曼为表彰在营养

科学领域获得卓越成就的中国青年学者

而进行的中国地区第二度颁奖。表彰了

郑钜圣在膳食脂肪酸与糖尿病领域的研

究对人类营养科学作出的卓越成就。

据悉，“全民营养周”的发起是根据

国 务 院《中 国 食 物 与 营 养 发 展 纲 要

2014-2020》第四部分指出“提高全民营

养意识，健康生活方式，梳理科学饮食理

念，研究设立公众营养日。开展食物营

养知识近村入户活动，加强营养与健康

教育”。

“智慧母亲·健康家庭”项目启动
科技日报讯 （记者项铮）“智慧母

亲·健康家庭”社会宣教公益项目 5月 15

日启动，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

女医师协会联合主办。

医学科学已经证实，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的高发与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密切

相关，为从根本上逐步实现降低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中国女医师协会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的

40 余位跨专业的医学专家，历时两年，

针对女性一生的不同阶段，编撰了图文

并茂的“女性健康教育三十条”和相应的

“生活方式病与女性自我健康管理”“关

注合理营养 健康快乐一生”等 6 堂课

件，将通过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

启动的“智慧母亲·健康家庭”社会宣教

公益项目面向全社会进行推广。

据悉，2015 年“智慧母亲·健康家

庭”社会宣教公益项目将分两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将通过项目启动，争取社

会各界支持，在北京、上海、广东、河北、

云南等省区同时启动。

“YI术之美”跨界创作诠释微创医学
科技日报讯 （记者项铮）2015 波士

顿科学中国设计挑战赛——“YI 术之

美”跨界创作 5 月 13 日启动。这是中国

首个微创医学与设计艺术的跨领域创作

实践活动，此次赛事用设计艺术形式诠

释微创医学，是跨界联合、服务公共健康

传播的新尝试。

“人们对医疗进步了解得越多，对健

康管理越有帮助。”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理事长白书忠教授表示，“随着诊疗高效

性和更佳的患者体验成为越来越突出的

医疗健康需求，创伤小、恢复快、负担轻

成为了医疗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向。微创

医学因此成为引领现代医学发展的一股

先锋力量。认识微创医学、了解微创医

学的治疗方式和其前沿发展，将有效地

帮助大众进行更适当的疾病健康管理。”

为拉近公众与微创医学的距离，此

次挑战赛由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国设计

红星奖联合发起的中国设计挑战赛合

作，共同邀请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

央美术学院等不同创作背景的艺术先锋

力量，与心脏、心血管、消化、呼吸、泌尿

等领域的国内微创医学骨干医师进行联

合创作，以“微而不凡”为主题，向大众展

现微创医学的微、精、妙，以及其为生命

带来蓬勃希望的不凡意义。

5月 15日上午，由北京市商务
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支持
的 2015 年第二十届北京商业科技
周主场暨科普超市行首站活动正
式拉开帷幕。图为营养师们在营
养小屋为公众讲解饮料的勾兑、营
养标签的识别、灵芝的神奇妙用及
健康养生等一些相关知识，为公众
充实忙碌的生活增添一些科学的
休闲时光。

李云摄影报道

□ 本报记者 李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