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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电（记者庞革平）记者
日前从广西卫健委获悉，经过多年努
力，广西结核病报告发病率持续下降，
2022 年与 2019 年相比，发病率下降
22.9%。

学生结核病聚集性疫情持续下
降，2022 年与 2019 年相比，聚集性疫
情数下降近 60%，结核病病例数下降
近30%。

结核病管理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近年来，广西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
率、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

率、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
者筛查率、肺结核患者全程规范健康
管理率均达到90%以上。

重点人群防治工作有序推进。在
广西结核病重点县 （区） 开展重点人
群结核病主动筛查工作，探索出以基
层政府为主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主力军，市、县两级医疗卫生单位做
好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适用于基层
的重点人群结核病主动筛查工作模
式，实现了传染源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减少结核病的传播蔓延。

本报北京电（申奇） 近日，国家
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发布通知，委托
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

（北 京 胸 科 医 院），于 3—9 月 举 办
“2023 年全国结核病临床诊疗技能竞
赛”。此举旨在加强全国结核病防治工
作，持续开展诊疗服务规范化建设，
全面提升结核病防治工作质量，进一
步实现结核病防治高质量发展。

通知指出，此次竞赛分为各省份
分赛场竞赛和全国总决赛，分赛场竞
赛由各省份分别组织。今年 3 月—8
月，各省份开展分级培训、分赛场竞赛

并选拔本省份全国总决赛代表队队
员；9月，在北京举行全国总决赛。

北京胸科医院介绍，全国总决赛
内容涵盖结核病基础知识、临床诊断、
规范治疗以及影像诊断等，能全方位
检验结核病防治工作者的能力与水
平。进入决赛的各省参赛队将由 7 名
队员组成，队员年龄不超过 45 岁，具
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其中同一代表
队至少 2 名队员来自县（区）级，同一
单位不能超过 2 名队员，通过这样的
搭配原则，为中国结核病防治队伍培
养新的生力军，进一步提升诊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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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杂谈我们离终结结核病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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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直 通 车健 康 直 通 车 提到结核病，不少人认为它已经被消灭。事实上，这种古老的疾病从
未远离人类社会。当前，我国结核病流行状况如何？我们离终结结核病
还有多远？遏制结核病难点在哪里？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
副主任、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 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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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赏花，去恋爱！”这个春天，涌动
着别样的美好。

近日，四川一所高校发布通知，
安排全体师生放7天春假，鼓励同学们
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去接触大自
然，感受春天和爱情的美好。

消息一出，羡慕声四起。有人呼
吁“全国推广”，也有人质疑此举“不务
正业”。近年来，“增设大中小学春秋假
期”的呼声渐高。2020 年，教育部在公
开答复中亮明态度：“在保证开足开齐
国家规定课程，完成好正常教育教学
任务和教学时长的前提下，学校放假
时间包括春秋假时间由各地、高等学
校结合实际做出具体安排。”事实上，
北京、福建、山东等地的一些大中小
学，近年已经开始探索增设春秋假。

三月柳细风斜斜，正是踏青好时
节。其实，走进自然、拥抱春天的不止
这些高校，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踏青、春
游的传统。先秦时期，《晋书》便记载了
人们每年春天结伴到郊外赏春景，齐国
也有“放春三月观于野”的习俗；在唐
朝，诗人杨巨源在《城东早春》中写道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在南宋，诗人吴惟信写道“梨花风起正
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在万物复
苏的春天，憋了一冬的人们呼朋引伴，
赏花、郊游、登山，舒展筋骨，徜徉春光，
不亦乐乎。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天
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学生们健康成
长的大好时机。除了校园里的课堂，学
生们也需要走进自然的“课堂”。一次
春假虽短，却给学生们打开了一扇自主
探索、观察体验生活的窗：学生们可
以迎着暖风，嗅着草香，去读一册册的
青山，品一行行的绿水，赏一簇簇的春
花……在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学生
们可以与万物为友，向宇宙发问，不仅
能学到书本之外的知识，还能培养发现
美、捕捉美、鉴赏美、展示美、创造美的
精神、情怀和能力，陶冶情操、温润心
灵、塑造健全人格。

走进春天、欣赏春天，也是为接下来的工作与生活汲取
前行的力量。正如某所高校老师所说，以春游的形式鼓励学
生走出校园，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体验真挚情感，是将生
命教育、规律教育、情感教育、社会实践等内容相结合的重要
举措。春假期间，有同学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开阔视野；
有同学参与义卖活动，将所得善款捐给弱势群体；还有同
学选择回家与家人团聚，感受温馨幸福……大家打开春假
的方式不同，但各有各的精彩和收获。

春假也触动了很多上班族的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它像一则温馨提示，提醒我们在低头疾行的同时，别忘偶
尔慢下来抬头看看彩霞；提醒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切实
探索错峰放假、弹性休假机制，让人们的工作更张弛有
度、生活更饱满丰盈。

“春天不是读书天/舞雩风前，恍若神仙/攀上山巅，如登
九天”，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春天不是读书天》所表达
的，万物生长的春天，自然界就是最好的课堂，花草鱼虫就是
最好的百科全书。在这个温暖的季节，让我们舒活舒活筋
骨，抖擞抖擞精神，一起去拜访春天吧！

“熟悉的陌生人”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
结核病也被称为“白色瘟疫”“痨病”。结
核病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可以侵害人
体的各种器官，以肺结核最为多见。在
西方，肺结核曾被称为“死亡之首”，在中
国也曾有“十痨九死”的说法。

1882年3月24日，德国科学家罗伯
特·科赫宣布发现了结核病的致病菌，
结核病的防治工作迎来曙光。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等
抗结核特效药物的出现，“十痨九死”的
历史被彻底扭转，结核病不再是不治之
症，甚至一度销声匿迹。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全球人口流动增加、
耐药菌株的出现及艾滋病的流行等因
素，结核病在全球范围内死灰复燃。
1993 年，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结核病发病
率等情况，宣布结核病进入“紧急状态”。

“一些人很多年没听到结核病了，觉
得结核病已经被消灭了，但其实结核病
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可以说是‘熟悉的陌
生人’。”李亮说，结核病仍然是严重危害
公众健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2 全球
结核病报告》估算，自 2000 年以来，全
球结核病防治工作共挽救了约 7400 万
人的生命，但2021年全球仍有约1060万
人新发结核病，160 万人因结核病而死
亡。在中国，结核病防控取得了重大进
展，近年来结核病患者治愈率始终保持
在 90%以上，但作为结核病高负担国
家，中国结核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中
国 2021 年估算的结核病新发患者数为
78万，仅次于印度和印尼。

控制并最终消灭结核病是全球共同
的责任。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终
止结核病策略”，并提出2035年目标：与
2015 年相比，结核病发病率减少 90%，
死亡数减少95%，结核病的发病率降至
10/10 万以下。2015 年，《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2030》提出，2030年要终止结核
病的流行。

“结核病防控的核心指标之一是发
病率。”李亮说，“如果一个传染病的发病

率降到10/10万以下，我们就可以认为该
传染病的流行被终结了。我国 2021 年
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 55/10 万，要降到
10/10 万以下，亟需创新手段、综合施
策，强有力推动结核病防控工作。”

终结结核病流行任重道远

终结结核病流行，难点在哪里？
李亮表示，要想终止结核病流行，需

要具备 3方面条件：好的疫苗、新型诊断
工具和有效的临床药物。

在疫苗方面，李亮介绍，目前人类
主要依靠 1921 年诞生的卡介苗预防结
核病。卡介苗对预防儿童重症结核病较
为有效，但对预防肺结核尤其是成人肺
结核效果有限。“卡介苗在预防传染病发
生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并不完
美，它不像天花疫苗具有 100%的保护
效力，让人接种后一辈子都不会再得
病。”李亮说，为了克服卡介苗保护力不
足的缺点，全球正在加速研发新型结核
疫苗，部分候选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取得了一定进展。

在新型诊断工具方面，李亮介绍，
传统的结核病诊断方法主要有两种：痰
培养和X光片。这两种检测方法在临床
上使用了上百年，存在诊断时间长、检

出率低的局限。好的诊断工具要能在疾
病早期或无症状时期就发现结核病。目
前结核病检测方法取得了一些进步，如
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新的诊断工具
更敏感、更方便、更高效，但因价格较
高，尚未在所有医疗机构普及，希望这些
比较快速、便捷的诊断工具能尽快向基
层普及。

在临床药物方面，李亮介绍，理想
的抗结核药物应该让患者服药后几天或
几周就能痊愈。但结核病治疗领域一直
面临着一种尴尬：结核病菌“进化”了几
千年，且还在不断更新换代，但抗结核药
物基本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近半个世纪
仅研发了 3款新药，且药物可及性偏低。

“新药的研发往往需要 10 年以上的时
间，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拥有这些丰富资
源的国家患者相对较少，企业研发缺少
动力，而最需要结核病新药的国家却面
临资源有限的困境。”李亮说，近年我国
在防治结核病上的投入越来越多，很多
新药项目也进入临床阶段。结核病是世
界性传染病，需国际合作联合研究，加大
药物、疫苗的研发力度和新技术应用力
度，目前不少企业在加快创新药研发，可
以期待未来会有更新更好的药物出现。

“终结结核病流行，我们任重道远。”
李亮说，“目前我们在疫苗、新型诊断工
具和临床药物 3方面离理想状态还有较
大差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需形成全社会参与防治
氛围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将
其纳入健康中国战略，不断提升保障水
平，开展多部门合作，呼吁全社会参
与，并积极推广新诊断技术、新治疗方
案和新管理工具。近年来，国家层面已
经开始密集部署相关工作。

“新冠疫情提高了大家对呼吸道传
染病的重视程度。”李亮说，人们在新冠
防控中形成的良好卫生习惯，例如戴口
罩、勤洗手、多通风、注意咳嗽礼仪等，这
些措施同样有利于预防结核病。但与此
同时，2020年和 2021年我国报告的结核
病患者数大幅度减少，“是患者突然变少
了吗？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这反而说

明未确诊和未治疗的结核病患者数有所
增加，可能导致更多的社区传播感染。”

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及时有效切
断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是保护易感
人群、遏制疾病传播的重要办法。“但结
核病防控的难点之一在于其发病隐匿，
结核病的潜伏期短的几个月，长的几年
甚至十几年，这给结核病防控带来了很
大的挑战，为此，我们的防控策略要变
被动发现为主动出击。”李亮说，目前结
核病多为因症就诊，但研究表明，近一
半的结核病患者为无症状，因此应通过
健康查体发现更多潜伏的结核病，“我国
人口基数大，全员筛查难以实现，但可以
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如老年人、糖尿
病患者、艾滋病患者、做过移植手术的
患者等。”

“虽然当前结核病提倡非住院治
疗，但实际上传染病患者如果隔离做不
到位，容易扩大传播。未来可以进一步
做好结核病患者的隔离治疗，减少疾病
扩散的风险。”李亮认为，结核病患者的
管理十分重要，结核分枝杆菌是一种很
容易产生耐药的细菌，只有合理规律用
药才能有效杀灭结核菌，私自停药/间
断用药不仅会导致治疗失败、复发，甚
至可能产生耐药。普通结核病约 6个月
就会治好，一旦成为耐药结核病，再治疗
的时间将更长（一般需要 18—24个月），
治疗难度更大，治疗费用也将高出一般
肺结核 10倍以上，而且治愈率较低。同
时，耐药结核一旦传染给他人，被感染
者发病后也会是耐药结核病。

“结合临床经验，近年来结核病疑
难重症患者在诊治上有一些新特点。”
李亮介绍，结核病患者的发病年龄在逐
渐增加，八九十岁的门诊或住院患者很
常见；有合并症的结核病患者比例增加，
不少患者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
常见疾病，治疗难度增加。“老年人是患
结核病的高危人群。”李亮说，建议老年
人每年做一次胸片或 CT，筛查结核病，
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李亮说，终结结核病还需要动员全
社会的力量，形成全社会参与防治的氛
围，“一些群众对结核病认识不足、警惕
性不够，应继续向大家科普结核病的疾
病信息、危害和防治知识等。”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李恒） 今年 4月是第 35个爱国卫生
月。全国爱卫办、中央文明办、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办近日印发
通知，决定联合开展第35个爱国卫生月活动。

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宜居靓家园 健康新生活”。通知明确，要
树立一批典型，弘扬爱卫新风尚。各地要加强宣传引导和典型报
道，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情。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建设爱国卫生宣教阵地，弘扬爱国卫生运动新风尚，服务群
众、发动群众，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体验感和满意度。

同时，要筑牢“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健康理念和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理念。在爱国卫生月期间，全国
爱卫办将启动“爱卫新征程健康中国行”专项活动，引导各地将节
点性活动与经常性活动相结合，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通知要求，推动进一步强化城乡垃圾、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
建设，做好机场、铁路、公交、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清扫保洁和消
毒，完善环境卫生长效动态管理机制。聚焦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环境卫生热点、难点问题，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中村、城乡
接合部、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第35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将开展

什么是结核病？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

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疾病，除了头
发、指甲和牙齿外，可发生在身体的
任何部位，最常见发生在肺部，称为
肺结核，其次是结核性胸膜炎、淋巴
结核、骨结核、结核性脑膜炎等。

结核病是如何传染的？
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肺结

核患者通过咳嗽、咳痰、打喷嚏将结
核菌播散到空气中，健康人吸入带有
结核菌的飞沫即可感染。

与肺结核患者共同居住，同室工
作、学习的人都是肺结核患者的密切
接触者，有可能感染结核菌，应及时
到医院去检查排除。

肺结核主要有哪些症状？
咳嗽、咳痰超过2周，出现咯血或

痰中带血是肺结核的主要局部症
状。此外，胸闷、胸痛、午后低热、夜
间盗汗、全身无力、食欲减退或体重
减轻等也是肺结核的常见全身症状。

哪些人容易感染结核？
所有人群均易感，以下人群感染

风险高：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婴
幼儿、青少年、学生、60岁及以上老年
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糖尿病、矽
肺、糖皮质激素及其他免疫抑制剂长
期使用者；营养不良、长期酗酒者；肝

硬化、胃切除术后、空肠回肠吻合术
后；肾功能不全、血液透析者；恶性肿
瘤、精神病患者等。

若怀疑得了结核病，应去哪就诊？
咳嗽、咳痰2周以上，应怀疑得了

肺结核，应及时到当地结核病定点
医疗机构就诊。

肺结核能治好吗？
普通肺结核只要坚持全程规范

治疗，成功治疗率在90%以上。如不规
范或不合理治疗，很容易导致治疗失
败，甚至产生耐药。耐药肺结核的成
功治疗率低，仅为60%左右，且治疗费
用高，一般需花费20万—30万元。

肺结核会遗传吗？
肺结核是传染病而不是遗传性

疾病，不会遗传给下一代。但在肺
结核传染期可通过空气传播，容易
传染给其他家庭成员。

肺结核患者应注意什么？
咳嗽、打喷嚏时，应当避让他

人、遮掩口鼻；不要随地吐痰，要
将痰液吐在有消毒液的带盖痰盂
里，不方便时可将痰吐在消毒湿纸
巾或密封痰袋里；尽量不去人群密
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去，应当佩
戴口罩；居家治疗的肺结核患者，
应尽量与他人分室居住，保持居室
通风，佩戴口罩，避免家人被感染。

结核常识知多少？

车在路上行
人在画中游

随着天气转暖，江苏省如皋市
海阳南路上延绵数公里的海棠花竞
相盛开，把春天的城市大道装扮得
格外美丽。

图为 3 月 27 日，车辆行驶在当
地海阳南路上，犹似“车在路上行，
人在画中游”。

吴树建摄 （人民视觉）

近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第七届桃花节开幕，吸
引大量游客。

图为游客在宁陵县辘轳湾桃园景区游玩。
徐 硕摄 （人民视觉）

健康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