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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的第一天，“蒙脱石散”“整肠

生”“诺氟沙星”成了热搜词。把它们送上

热搜的是朋友圈流传的一则消息。

消息称，1 月 3 日国家开放入境，目前

国外登顶的毒株是 XBB.1.5。这种毒株主

攻心脑血管和消化系统。所以，有条件的

请准备蒙脱石散、补液盐（或者买两箱电

解质饮料）、整肠生、益生菌片，诺氟沙星

也来一盒。

胃肠道的不良反应由多
种原因引起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于近日公布的数

据，去年 12 月 30 日当周美国 40.5%的新冠

感染病例由奥密克戎亚型毒株 XBB.1.5引

起。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10月底就发表声

明，指出 XBB.1.5 是 BA.2.10.1 和 BA.2.75

亚系的重组体。

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疾病科主

任医师李侗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发

现 XBB.1.5更容易侵犯心脑血管系统和消

化系统。

之所以一些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后

会出现腹泻等症状，北京胸科医院消化内

科专家何玉琦分析，这是因为胃肠道是病

毒潜在的传播途径和靶器官。不过现在，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毒力已大大降低，对胃

肠道黏膜的损伤程度也显著减弱。

同时，考虑患者感染奥密克戎病毒后常

伴有发热，随着体温升高，患者消化酶活性

随之降低，因此会有一部分人出现食欲减

退、腹泻、恶心、呕吐、厌食等消化道症状。

除了病毒带来的消化道症状，患者发

热后服用的非甾体抗炎药、中成药等对症

治疗药物，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不良反应。

服用诺氟沙星不仅无用
而且有害

那么用网上说的这些药物来治疗新

冠病毒引起的腹泻靠谱吗？

“蒙脱石散是一种治疗腹泻常用的辅

助药物，可以吸附病原体和毒素，因此一

般在临床上，一旦患者发生严重腹泻，一

天超过七八次水样便，医生就会让其服用

蒙脱石散来减轻腹泻症状。”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曹晓沧说，“不

过蒙脱石散不能杀灭引起腹泻的病原体，

所以只是成人及儿童急、慢性腹泻的对症

治疗药物。”

同时，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

主任医师刘宏伟表示，蒙脱石散有副作

用，其颗粒比较难排出体外，大量留在体

内可能造成便秘。

“整肠生和其他益生菌补充剂等的主

要功能是调节胃肠道菌群。整肠生的主

要适应症就是细菌或真菌引起的急、慢性

肠炎、腹泻。”曹晓沧介绍，其治疗原理就

是用细菌对抗致病细菌，通过生物占位效

应，把致病细菌“干掉”。虽然无法对抗病

毒，但是对于腹泻后胃肠道菌群失调还是

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如果说，对于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

腹泻，服用蒙脱石散和整肠生还属于对症

治疗，那么服用诺氟沙星则不仅无用而且

有害。”曹晓沧强调，诺氟沙星是广谱抗生

素的一种，常用于细菌引起的腹泻，如肠

炎、痢疾类病症，而对于非细菌性感染的

腹泻完全无效。而且本来只是病毒引起

的腹泻，滥用了抗生素，就会使肠道原本

的菌群失调，反而会加重病情。

此外，据央视网微博消息，服用诺氟

沙星会阻碍骨骼的成长与发育。因此中

国药典上明确规定，诺氟沙星不宜用于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避免脱水和电解质紊乱
是关键

“一旦发生腹泻，最重要的是避免脱水

和电解质紊乱。特别是儿童，腹泻几次之

后，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曹晓沧提醒，脱

水后会出现口干、口渴、头晕、浑身无力、皮

肤弹性变差等情况。电解质紊乱则会引起

低钾血症、低钠血症等，严重时还会出现意

识障碍、嗜睡、昏迷等症状。同时，也应对

一些非典型性的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早期

症状诸如厌食、食欲下降、困倦、疲乏等保

持一定的警惕，尤其对于老人和小孩等高

危人群，更应该加强观察。

曹晓沧建议，当出现腹泻时，首先要进

行补液治疗，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预防脱水，

同时保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其次要注意

腹部保暖，吃温热食物，不要吃生冷、油腻

的食物，以免加重胃肠功能紊乱，从而导致

腹泻加重。腹泻脱水时，可以在专业医师

指导下服用蒙脱石散、益生菌补充剂等，调

节体内的菌群平衡，缓解腹泻症状。

网传新毒株更易侵犯消化系统，得囤些诺氟沙星

关于新冠腹泻关于新冠腹泻，，这些事情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应该知道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通讯员罗强 应望 李春梅）近日，科技

日报记者从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获悉，该院消化内科杨仕明教授、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王磊研究员团队联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邢孟秋

院士团队，设计并构建了一种双芘—多肽纳米探针，有效解决了早期

胃癌“难辨”“难断”的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材料学杂

志《尖端科学》。

胃镜检查是目前对胃癌进行早期诊断的最佳方法，但由于早期

胃癌病灶部位的表面腺管和血管的形状变化不明显，内镜医生经常

对其“见而不识，识而不辨”，因此仍然具有 20%—40%的临床漏诊率，

导致胃癌患者失去最佳治疗时机。

近年来，分子影像技术在生物成像领域快速发展，它能够在分子

及细胞水平显示癌症的早期变化，且具有较高的灵敏性，为早期胃癌

的诊断提供了新思路。

最新研究的这种双芘—多肽纳米探针能够靶向早期胃癌的新生

血管并通过原位自组装成纤维而长时间锚定在病灶部位。同时，在

临床应用的蓝激光内镜的激发下，锚定在病灶部位的探针能发出可

见荧光，从而实现对早期胃癌的精准诊断。科研人员在体外实验、皮

下移植瘤的小鼠模型、临床切除的手术标本实验中均验证了该探针

的靶向能力及其锚定肿瘤部位的长效成像能力。此外，科研人员在

原发胃癌模型兔的活体实验中也验证了其蓝激光可激发显像的能

力，这表明双芘—多肽纳米探针具有重要的临床研究意义。

早期胃癌有了分子影像检测新法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帕金森病是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之

后中老年健康的“第三杀手”。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昆明理工大学

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了解到，该院季维智院士、李天晴教授团队在

应用基因工程化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

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伙伴期刊—帕金森病》。

目前，我国帕金森病患者已超 300万人，年医疗费用超过 2000亿

元。这种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6 年内的死亡率高达 66%。

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长期使用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后期还有失效

之虞。因此开发安全、有效、经济并适合广大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疗方

法，一直是整个医疗领域努力的方向。

李天晴、季维智团队耗时 8年，潜心开发出用于帕金森病治疗的

可持久稳定分泌多巴胺神经递质的基因工程化间充质干细胞，将其

移植到大鼠和猴帕金森病模型后，可通过恢复纹状体多巴胺水平，实

现中脑多巴胺环路的原位重建，并可快速恢复急性和慢性帕金森病

猴模型的运动和非运动障碍缺陷。长达 5 年的结果评价，证明了该

方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显示出基因工程化间充质干细胞在未来帕

金森病临床治疗应用中的巨大潜力。

此项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基因工程化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在不同帕金

森病模型中的显著治疗效果，其安全性可在移植前得以充分评估；同时

可实现细胞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扩增以及建立稳定的质控体系，用于细

胞药物开发。此方法可以治疗包括重症在内的大部分帕金森病，且移

植结果在2周内可发挥功效，有利于移植效果评价，减少临床费用。

基因工程化间充质干细胞

为帕金森病治疗带来曙光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柯溢能 记者江耘）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

浙江大学获悉，浙江大学药学院、金华研究院顾臻教授团队联合该校

其他科研团队发明了一种基于无人机的靶向递药急救系统。相关研

究论文刊发在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

对于突发心肌梗塞等疾病的患者或遭遇事故造成严重外伤的伤

者来说，如果不及时开展治疗，便会面临死亡风险。顾臻介绍，这一

急救系统由无人机、投掷给药装置和含有紧急治疗药物的微针贴片

组成，当无人机飞抵患者时，可在不用其他力量的情况下实现自主给

药，旨在解决患者身边缺乏急救设备，或由于交通拥挤、地理位置不

便等导致的急救不及时的问题。

团队成员介绍，当无人机搜索和识别到救援目标后，可在适当的

高度悬停，随后释放投掷给药装置，将负载药物的微针插入救援目标

的皮肤，包覆在微针里的药物会很快在皮下释放，通过血液循环到全

身，实现急救的目的。

顾臻介绍，投掷给药装置底部的触发器接触到皮肤表面时，弹簧

可以释放出足够的能量使附着的微针插入至皮肤中。相比于手动给

药，该装置提供的推力更加均匀，更利于微针贴片扎入皮肤。

该联合团队在低血糖小猪模型中成功实施了快速急救，有效防

止了小猪的血糖持续下降，并促进其血糖上升到正常范围。据悉，这

一微针包含两个释放模块，前端可以快速释放药物，后端可以响应血

糖变化，若血糖已经平稳，则药物释放会变慢。

谈及未来应用前景，顾臻表示，此项发明是一个平台技术，一些

可穿戴的生理监测设备、先进的检测或分析系统、新型的给药方式及

给药设备都可以与无人机靶向递药急救系统整合，以进一步扩展无

人机介导的药物急救应用场景。

搭载微针靶向注射

无人机递药急救系统问世

微生态药物微生态药物：：治疗疾病从治疗疾病从““肠肠””计计““益益””

微生态药物主要有活

体生物药、大分子药、微生

态小分子制剂、噬菌体四

大类。不同于传统药物，

微生态药物应用了与人体

共生的肠道微生物，比传

统药物安全性更高，见效

更快。因为应用了功能性

活体菌，微生态药物进入

人体肠道后，其作用机制

更多样且可复制，易获得

更佳的治疗效果。

“便便可以治病吗？”早在 1700年前我

国东晋时期，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一书中

曾记载使用黄龙汤（粪汁）治疗食物中毒

及感染性肠炎。明代《本草纲目》中也记

载了粪菌液可用于治疗肠道疾病。

如今，古人的“便便”疗法有了新发

展 。 近 日 美 国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FDA）批准了一种名为 Rebyota 的药物，

这 是 FDA 批 准 的 首 个 粪 便 微 生 物 群 产

品。Rebyota被批准用于预防 18岁及以上

人群的艰难梭菌感染（CDI）复发，适用于

个体在完成针对复发性 CDI 的抗生素治

疗后使用。

“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其

中 95%以上的微生物依附在胃肠道。”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医学研

究所长聘教授樊赛军介绍，肠道不仅是人

体进行消化、吸收和废物排出的重要场

所，同时也是免疫器官。

微生态制剂是在微生态学理论指导

下生产的一类能够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

的生物制品，包括益生菌、益生元和合生

元。

“而微生态药物则是指利用正常微生

物或调节微生物使其正常生长的物质制

成的药物制剂。”樊赛军说。

微生态药物与传统的微生态制剂有

所不同，传统微生态制剂多为非处方药，

适应症单一模糊，主要针对急慢性腹泻

等，而微生态药物目前在研的适应症广泛

而明确。

微生态药物主要有活体生物药、大分

子药、微生态小分子制剂、噬菌体四大类。

活体生物药包括微生物整体或部分实体，

通过补充、恢复调整微生物菌群实现治疗

疾病的目的；大分子药是微生物初级代谢

产物，通过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免疫物

质从而发挥其功效；微生态小分子制剂是

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通过阻断信号传导

通路，达到治疗的目的；噬菌体是感染细菌

等微生物的病毒，可以“捕食”细菌等。

“此次 FDA 批准的微生物群产品就是

基于粪菌移植（FMT）的活体生物药。”樊

赛军解释，这种活体生物药将微生态的一

些活体作为配方药物应用到人体肠道，并

可在肠道定植生长，通过微生物、神经、免

疫、新陈代谢的作用来影响微生物群落，

维持、重建或恢复健康的人体微生态，达

到预防或治疗人类疾病的效果。

樊赛军表示，不同于传统药物，微生

态药物应用了与人体共生的肠道微生物，

比传统药物安全性更高，见效更快。因为

应用了功能性活体菌，微生态药物进入人

体肠道后，其作用机制更多样且可复制，

易获得更佳的治疗效果。而且与 FMT 相

比，这种微生态药物是在已有的大量 FMT

治疗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活体菌后形

成的。成功定植到肠道后，其将达到对疾

病进行有针对性和持续性治疗的目的。

微生态药物更安全、见效快

近年来，Evelo、Seres、辉凌制药等许多

微生物制药企业，纷纷进入微生物技术与产

品的研发和临床试验，促使微生物相关技术

和微生态医药研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当前微生态药物覆盖了肠道微生物、

口腔微生物、生殖道微生物和皮肤微生

可治疗肠病、糖尿病、肿瘤等多种疾病

我国微生物相关基础和临床研究越

来越丰富，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微生态制剂在我国被应用于饲

料、农业、医药保健和食品等各领域。”樊

赛军说，2015—2020 年，中国肠道微生物

生态制剂市场规模保持 37.5%的复合增速

上涨。

但是，微生态药物的研发在中国实际

上刚刚起步，相关研发和生产企业也不

多，包括深圳未知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未知君）、慕恩（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恩生物）、杭州奕景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知易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易生物）等在内的

多数企业的产品仍处于在研状态，自主创

新的微生态药物距离真正进入中国临床

及实际应用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可喜的是，从国家、地方对于微生物

组培养和产品开发的支持，可以看出中国

在微生态药物产业领域，表现出极大的积

极性。几家微生态药物公司也不断传来

好消息。未知君作为中国首家专注于肠

道微生物治疗的 AI 制药公司，入选全球

“50家最聪明的公司”，其产品 XBI-302拿

到了 FDA 在亚洲的首个 FMT 药物临床试

验批准；慕恩生物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活体

生物药 MNC-168单药在我国获批Ⅰ期临

床研究。这是一款慕恩生物基于其独有

的 Culture-To-Product 技术平台发现并

开发，用于治疗恶性肿瘤的单株活体生物

药；知易生物 SK08 活菌散是国际上首次

采用新菌种（脆弱拟杆菌）开发的活体生

物药。

樊赛军表示：“我认为微生态药物的

研发和临床应用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

和扶持、制定申报和临床应用规范以及安

全性和疗效的有效监管。在明确的作用

机制、可靠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

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充分地了解微生

态药物制药工业化的复杂性和产业链成

熟度。”

“相信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在社会

资本和企业的通力合作下，微生态药物在

我国势必会快速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行业，

推动我国医药产业发展，造福人民。”樊赛

军对微生态药物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国正在新赛道上努力前行

物，肠道微生物仍是主要聚焦领域，该领

域的微生态药物公司占比高达 90%以上，

其中又以活体生物药药企最多。

活体生物药包括 FMT、配方菌、代谢

产物和人工改造菌。其中 FMT 在国内外

被 广 泛 地 应 用 在 治 疗 复 发 性 或 难 治 性

CDI、腹泻、炎症性肠病（IBD）、肠易激综

合征（IBS）等肠道功能性和器质性疾病，

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焦虑、自闭症、抑郁症

和帕金森病），代谢性疾病（肥胖、糖尿病）

和肿瘤等疾病的治疗中。

配方菌和代谢产物形态成分明确，可

摆脱供体的依赖，实现工艺控制和规模化

生产，而人工改造菌可实现定制功能的表

达。

“活体生物药研究进展比较快，大部

分都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且多处于Ⅱ

期，少数几款已进入Ⅲ期。”樊赛军介绍，

“在研产品主要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其中

又 以 CDI 和 IBD 为 最 主 要 的 两 个 适 应

症。”

活体生物药针对消化系统的在研适

应症还包括 IBS，以及脂肪性肝炎。其他

在研项目还包括乳糖不耐症、2型糖尿病、

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过敏性皮肤炎、肥

胖、肿瘤、自闭症等。

在肿瘤治疗方面，英国活菌制药公司

4D Pharma 的活体生物药 MRx0518 的临

床Ⅰ/Ⅱ期（NCT03637803）的期中试验分

析结果提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后耐

药的肾细胞癌在使用 MRx0518 后达到临

床获益的主要疗效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