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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势汹汹来势汹汹？“？“食人菌食人菌””症可防可治症可防可治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肢体接触或飞沫就能传播，感染后
或截肢才能保命，重症致死率更高达
30%……最近，一种名为“食人菌”症的
疾病在日本蔓延，引发广泛关注，目前
已经造成千余人感染。人们更关心的
是，“食人菌”真的会“吃人”吗？是否会
蔓延到国内？能有效防治吗？

“‘食人菌’症看似来势汹汹，我们其实
不必过分恐慌。”江苏大学附属徐州医院骨
科主任、临床医学教研室主任欧阳晓很淡
定地告诉记者，这种病症其实是由临床上
十分常见的A组链球菌感染所致。

欧阳晓介绍说，日常生活中，由链
球菌感染引发的发热、寒战、局部红肿、
疼痛等症状较常见。如果感染没有得
到控制，也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肺炎、
心内膜炎等常见病。“不同的是，日本蔓
延的‘食人菌’是链球菌侵袭性感染中
最为严重的中毒休克综合征。”

“人体感染链球菌会产生肠毒素，重
症时会让人体产生过激免疫反应，这也是

‘食人菌’感染易出现高死亡率的重要原

因之一。”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呼
吸科副主任韩国敬告诉记者，感染早期患
者可能会出现发烧、咽喉痛、头痛、畏寒等
症状，很容易被误诊成普通感冒。随着病
情的进一步发展，患者会逐渐出现意识丧
失、嗜睡、呼吸衰竭、休克等症状，严重时
会导致多脏器衰竭直至死亡。重症患者
从出现症状到多脏器衰竭，整个过程仅需
一到两天的时间。

据日媒报道，许多病例起始于手脚
的小伤口感染，继而引起皮肤软组织感
染、化脓，看起来肌肉好像被细菌“吃”掉
了，有的患者截肢才保住性命。“食人菌”
症这一唬人的称呼也就此传开。

“食人菌”显然并不会真“吃人”，公
众的担忧更多来自于其夸张的称呼。
欧阳晓认为，“食人菌”症完全可防可
治。“以我国较为完善的公共卫生防控
体系，通过加强边境检疫等措施完全可
以应对。抗生素能有效治疗链球菌感
染，即便感染，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大部
分感染者都能顺利康复。”

“食人菌”为何会在日本引发如此
严重的后果？

随着患者数量激增，“食人菌”的传
播方式从最初的接触传播发展到目前
的飞沫传播。“细菌在适应环境和与人
类免疫系统的对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
基因改变而导致传播方式的变化，‘食
人菌’在日本显然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
的变异。”欧阳晓指出，加之日本国土空
间狭小、人群接触频繁，也为“食人菌”
症的蔓延提供了绝佳的传播条件。

对于“食人菌”症未来的发展趋势，
欧阳晓坦言，目前很难确切预测。不
过，患者群体大多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及有伤口或皮肤溃破的人，这为防控提
供了一定的指向性。“老年人、儿童、免
疫力低下者是重点防护对象，如果身体
有小伤口或溃疡且出现感冒症状，应及
时就医；身体健康的年轻群体也应更加
注意个人卫生，出入公共场合要戴好口
罩、勤洗手；易感人群近期尽量不要去
日本。”欧阳晓建议。

渐冻症的破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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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毒花敲响“生态警钟”

每年5月至7月，藏北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母藏羚羊进入迁徙繁殖季，数万只母羊向着羌塘保护区深处玛尔盖茶卡附近和玉龙
河畔的产羔地迁徙，在此生下小羊羔后再回迁。图为6月13日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迁徙的藏羚羊正在奔跑。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迁徙迁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