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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关 注
春节期间，我国广东省出现

寨卡病毒输入性感染病例后，军
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
所迅即启动应急工作机制，与广
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出入境检验
检疫系统相关单位密切合作，在
获得从委内瑞拉归国患者临床标
本后，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于2
月 21 日直接从尿液中获得病毒全
基因组序列。

据专家介绍，这是我国首次
获得寨卡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也
是全球首次直接从患者尿液中获
得病毒全基因组。该病毒基因组
全 长 10.8kb， 系 统 进 化 分 析 表
明，属于亚洲世系，与巴西、苏
里南、波多黎各等美洲国家流行
毒株同源性为99.7%；核苷酸序列
比对发现 20 个突变位点，其中 5
个突变位点导致氨基酸改变。

专家指出，寨卡病毒全基因
组序列的获得，为病毒的溯源和
进化提供了重要证据，可用于指
导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的研
发，使我国在全球寨卡疫情防控
中占得先机。同时，直接从患者
尿液获取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解
决了复杂临床样品中病原体高通
量测序的技术难题，为临床诊疗
方案和出院标准的优化提供了科
学依据。

寨卡病毒属于黄病毒属黄病
毒科，是一种主要由伊蚊传播的
虫媒病毒。1947 年首次在乌干达
寨卡丛林中的恒河猴体内分离出
该病毒，全长基因组序列在 2007
年被测出。虽然目前还没有输血
传播病例发生，但已经在个别供
血者血样中检测到寨卡病毒，他
们是无症状的寨卡病毒感染者。
感染寨卡病毒的人群中通常仅有
20%的人发病，潜伏期为 3 至 12
天。寨卡病毒流行的地理分布、
临床表现与登革热、基孔肯雅热
十分相近，且均为蚊虫叮咬传
播，因此很容易造成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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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资 讯健 康 资 讯

“非常荣幸作为中国第一位代表获得这个奖项。我深知这枚
铜牌的分量，它不仅是赋予我个人的，更是给予那些和我同样
身患1型糖尿病的几百万病友的。”近日，刚从夏威夷回来的巴
肯邀请奖获奖者张琪女士讲述了她38年的控糖道路和一生践行
同伴教育的志愿者故事。

一年一度的巴肯邀请奖由美敦力创始人巴肯先生创设，旨
在表彰在医疗科技帮助下战胜病痛，同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的
患者。通过分享他们的故事，激励全世界慢病患者不要被疾病
压倒，活出更精彩、更有价值的人生。每年1月，巴肯先生会邀
请当年的获奖者前往他居住的夏威夷聚会，向他们颁发纪念奖
牌；每位获奖者还将获得美敦力慈善基金会2万美元奖励，用来
资助他们各自提名的公益机构。今年，来自11个国家的12位获
奖者在夏威夷齐集一堂，分享彼此的故事。

张琪女士自7岁被诊断为患有1型糖尿病，是巴肯邀请奖设
立以来首位中国获奖者。张琪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工作
者，她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控糖经验常年坚持志愿者工
作，帮助改进中国 1 型糖尿病防控事业，激励病友提高控糖
知识，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2014 年张琪参与发起蓝纸
鹤中国糖尿病患者联盟，旨在提高公众对 1 型糖尿病的了
解，维护患者权益；她还获得国内 1 型糖尿病顶级专家的认
可，以患者身份参与了一些与中国 1 型糖尿病防控体系改善
相关的分析和论证项目。张琪常年通过社交媒体志愿为 1 型
糖友提供心理咨询和糖尿病知识教育，她一直保持联系的糖
友达 2000 人之多。

“实际上，在血糖控制很好的时候，1型同伴可以和普通人
一样，正常地生活和工作，”张琪说。获奖后，张琪提名北京糖
尿病防治协会接受美敦力慈善基金会提供的捐赠。

近年来，1型糖尿病发病率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持续增长，
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患者绝对数也比较庞大。与此同
时，社会对该疾病和患者群体也正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由国
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组织的“中国1型糖尿病整合医疗
管理模式”项目试点已经启动。该项目关注1型糖尿病患者人群
的管理，建立覆盖门诊、住院、随访等各个环节的规范化诊疗
体系，并建立患者登记和随访电子数据系统，以推动对1型糖尿
病儿童青少年的规范化管理和教育。

互联网医疗改变服务模式

本报电（魏勤英） 互联网医疗促进了就医的
连续性服务，实现了从“以医院为中心”向“以
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转变。

“好大夫在线”作为最大的院外医疗服务平
台，在互联网上首创了免费分诊转诊服务，近年
来每天约有 7000人在线上提出转诊需求，目前已
经转诊 77 万例，打破了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问
题，能够使患者快速找到医生。

据介绍，互联网医疗通过移动 APP 等应用模
式，可以将患者的诊前、诊中信息和诊后健康管理
过程形成连续性通路。更关键的是，它可以建立患
者与全科医师及主诊医师长期稳定的联系，从而降
低医疗成本，提高就诊效率。

中药残渣防治病虫害

本报电（张旭） 日前，湖北明钼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了一项专利：将金银花残渣用于防治
菊花病虫害。

该方法是将金银花的残渣与有机肥混合施
肥，用于防治菊花种植常见的病虫害如白粉病、
褐斑病、枯萎病、锈病、花叶病等。这个方法取
材容易、成本低廉、绿色环保高效。这种新方法
的应用，使明钼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菊花系列产
品获得了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颁发的药用
植物绿色出口生产基地证书和北京中安质环认证
中心颁发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该公司也成为中
国菊花生产企业中唯一一家拥有双有机认证的企
业。

特 别 报 道特 别 报 道

人们找中医大夫调理时，大夫开
方后往往会要求饮食注意忌口。这是
为什么呢？

中医讲的“忌口”，是指在治病
服药过程中对饮食的禁忌，说白了，
就是哪些东西不能食用，或在食用时
哪种方法不合适。中医治病非常强调
这一点。中医经过五千年的经验积
累，用实践证明形形色色的食物具有
各自的性能，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
药物的治疗均会产生一定影响。人体
的精神气血都由饮食五味所生，且五
味与五脏各有其亲和性。《素问·至真

要大论》 说：“夫五味入胃，各归所
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
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如果长期嗜
好某种食物，就会造成与之相应的内
脏机能偏盛，久之则可损伤其他脏腑，
破坏五脏的平衡协调，导致疾病的发
生。在治病期间“忌口”的意义就是要
改善对饮食的偏嗜。

服中药时的饮食禁忌包括病症食
忌和服药食忌。病症食忌是根据疾病
性质来讲究“忌口”。比如像湿热
病，就应该忌食辛辣、油腻、煎炸食
品，而寒凉症就应忌食生冷、寒凉的
东西。像结肠炎属于湿热病，应尽量
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而狗肉、
羊肉这类食物性情温燥，就不适合此
时补养。而一个贫血的老人恶寒怕冷
手足不温时，就可进补狗肉、羊肉这
些温补食物。有个方子很有名，叫

“当归生姜羊肉汤”，它里面不仅仅有
羊肉，更放了补血的当归以及温热的
生姜，可治疗血虚体寒的病人。

服药食忌是根据中药性味来讲究
“忌口”。如服人参时忌吃萝卜，这是
为什么呢？因为人参是大补元气的，
而萝卜是破气化痰的，作用会抵消。
还有就是服中药时不要喝茶，尤其是
浓茶。茶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性味
寒凉，会使很多药物不能发挥作用。
现代研究证明，浓茶里含鞣酸很多，
与中药同服用会降低疗效。很多时候
服中药也不能吃辣椒，特别是热性病
症，吃辣椒会加快病情的发展。服用
清热凉血或滋阴降火药时更不宜吃辣
椒，因为辣椒在很大程度上会抵消和
减弱这些药物的疗效。早餐的腐乳含
有一种蛋白酶，会抵消中药的药效，
也需特别“忌口”。

同时，中医会讲忌食所谓的“发
物”。“发物”是指在疾病治疗期间不
宜食用的食物，如食用会使疾病加
重，或者疾病复发。中医按其性能，
将“发物”分为六类：动火，动风，
助湿，积冷，动血，滞气。当然，“发物”
是否需要“忌口”，也得按中医的方法
进行辨证论忌。比如哮喘病人发作期
间，蛋、牛奶、鱼虾等高蛋白食物就成
了加重病情的“发物”，理当“忌口”。
由此可见，中医所讲的忌口是有一定
道理并颇为讲究的。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
师）

杏林寻宝
——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杏林寻宝
——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此次流感为混合型

2016年第5周 （2月1日至2月7日），北京市采集检
测的呼吸道标本中，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率为53.44%。其
中，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占 28.76%，甲型 H3N2 亚型流
感病毒占27.47%，乙型流感病毒占43.77%。从病原学监
测结果看，目前的流感为混合型，以乙型流感为主，占
四成多，其次是甲型 H1N1 和 H3N2 流感各占到近三
成。从往年情况看，北京的流感高峰一般在12月到1月
出现，但今年流感推迟到 1月份才出现，导致整个流行
期后移，春节期间正好到达顶峰。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流行期提前和
推后都是正常的，目前北京仍处在流感流行期。未来一
段时间，不排除单位、学校等人流密集场所发生聚集性
流感的可能。”此外，流感病例的提高也与春节期间其他
疾病患者就诊率降低有关。

流感无特定易感人群

流感没有特定的易感人群，人群对流感普遍易感，
但12岁以下的青少年更容易患流感；另一个群体是体弱
多病者。这种病人患流感后，容易出现并发症，如免疫
力低下。长期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或肿瘤患者在接受放
疗化疗后，抵抗力下降，患流感后容易并发肺炎、病毒
性心肌炎等并发症，这是很危险的。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王凌航强调，秋冬季
节本来就是流感高发期，只是节日闹病给大家印象更为
深刻。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
典型的临床症状是急起高热、全身疼痛、显著乏力等。
流感可分为甲、乙、丙 3种类型，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
沫、人与人接触或人与被污染物品的接触传播。有以上
症状的患者，应及时就医治疗，避免传染他人。体弱的
老人和儿童以及有心肺基础病的患者，如确诊患上容易
变异的甲型流感，应服用特效药达菲，以免出现肺炎、
哮喘、脑炎等并发症。

六招预防流感

流感病毒存在于患者或隐性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

中，通过说话、咳嗽和打喷嚏等方式喷出飞沫，散布在
空气中，被易感人群吸入到呼吸道，则侵入其上皮细胞
中，使其坏死、脱落，引起发病。另外流感还可以通过
被病毒污染的物品等传播。

如何预防流感，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管理处主任黄晶
总结以下几点：一注二通三增强；四清五防六洗手。一
注即每年注射流感疫苗，流感病毒最大的特点是容易变
异，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接种流感疫苗后对人体的
保护可达到70％以上，可有效遏制流感的流行传播；二
通即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前往通风欠佳及拥挤场所；
三增强即注意均衡饮食，多喝水，定时运动，有足够的休
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四清即清洁脸部和口鼻部，使之
保持洁净，减少感染的机会。五防即流感流行季节，应避
免到人多的公共场所去，必要时应戴上口罩，并定时更
换。六洗手是预防病毒传染的非常重要方法。

遇到流感初起，症状轻微的病人，可以用生姜、
红糖、葱白熬水服用，对预防流感和治疗有一定的作
用。而较重的病人应及时到医院治疗。根据病人情
况，医生会给予解热镇痛和抗病毒等对症治疗。高烧
病人注意补液，防止脱水。对某些患有慢性呼吸道疾
病的病人，患上流感后，除给予抗病毒治疗外，还应
预防性地给予抗菌治疗，对严重并发症者根据情况进
行综合性治疗。

春节过后，人们开始正常上班工

作，然而身边的人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感冒。来自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最新流

感样病例监测和流感病原学监测显

示，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市流感病毒活

动强度仍处于高发病水平。流感危害

非常强大，对于那些体质虚弱的人们

来说，更要做好预防。那么，面对来

势凶猛的流感，人们该如何预防呢？

今 春 流 感 来 势 凶
本报记者 喻京英

链接▶▶▶
流感表现：

流感的临床表现为高热，体温达到39摄氏度左右，乏力，
肌肉酸痛明显，并有明显咳嗽。 流感是常见病，积极治疗，预
后良好。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抗病毒治疗最重要，需要早期
应用达菲，即发病36到48小时前就要用药。除了用药以外，
卧床休息，保暖，饮水，补充维生素C，经过3到5天的治疗，基
本能度过流感这一关 咳嗽的恢复较慢，可能持续达到10天。
如体温已经正常，乏力已经消失，咳嗽一般不存在风险了。

咳嗽礼仪：

咳嗽是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症状之一，属于
人体保护性措施，能保持呼吸道的清洁和通畅。
但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咳嗽、喷嚏时，病毒和细菌会
随口腔唾液、鼻腔分泌物扩散到周围空间中，最远
距离可达 4～5米。带病菌的液滴非常小，可在空
气中长时间悬浮，最长可达数小时，病毒可在空气
中悬浮 26小时。所以无论是健康人还是患病者，
在有咳嗽或要打喷嚏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按咳
嗽礼仪进行，自觉预防呼吸道疾病的传播。

术后静脉血栓率有望降低
胡伟华

由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及 《中华骨科杂志》 制
定的新版 《中国骨科大手术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指
南》（以下简称 《指南》） 近日正式发布。新版 《指
南》 推荐新型口服抗凝药作为一线药物，用于骨科大
手术后人群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预防。

在骨科大手术后人群中，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率
非常高，并且一旦引发肺栓塞，患者的死亡率极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上海市关节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戴尅戎教
授骼表示，骨科大手术，如全髋关节或全膝关节置换
术，是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的极高危因素之一。术后
患者应接受抗凝治疗来预防血栓的形成，如不接受抗
凝剂治疗，40%-60%的患者会在术后 7~14天内发生深
静脉血栓，一旦栓子通过血液进入肺部，将有可能引
发肺栓塞。肺栓塞是一种猝死率极高的疾病，由于其
症状非常隐蔽，患者往往毫无先兆而突然死亡。

然而，当前我国骨科大手术后接受抗凝治疗比例
远低于发达国家，主要因为担心抗凝会提升出血风险，
担心出血已成为制约静脉血栓栓塞预防的一个重要因
素。据悉，新版《指南》推荐的新型口服抗凝药不增加
出血风险，有利于规范骨科手术后病人的抗凝治疗，对
于降低静脉血栓栓塞发病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静脉血栓也被称为“经济舱综合征”。血液高凝、
血液流速缓慢、血管内膜损伤是造成血管内血栓形成
的三大“元凶”。长途旅行人群由于没有及时补水，长
期静坐，和前两个“元凶”都“扯上了关系”，因此更
易形成血栓。而骨科大手术人群由于受到三大“元
凶”的集体威胁，临床治疗中往往被医生们定义为静
脉血栓栓塞的极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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