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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卫计委通报，今年以来福建、云南、湖
南、湖北、浙江等多地均发生人感染 H7N9禽流感
疫情。截至目前，北京也已出现两例输入性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近几年，新型H1N1流感、季节性流感、H5N1
禽流感、H7N9 禽流感疫情不断侵犯人类，引发公
众关注。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流感”。但
虽同为流感起因、症状、应对措施又各不相同。

病毒表面蛋白质决定感染谁

导致新型H1N1流感、季节性流感、H5N1禽流
感、H7N9 禽流感疫情的“元凶”，都是流感病毒，
但这些流感病毒有本质上的不同。

流感病毒表面有一种被称为“红细胞血凝素”
的蛋白质。不同的“红细胞血凝素”可以和不同的
动物细胞膜上的“受体”结合，这就像不同的“钥
匙”开不同的“锁”，决定了流感病毒感染的物种。

人们最为熟悉的季节性流感，可由甲型、乙型
和丙型三种人流感病毒引起。其中，甲型人流感病
毒主要是H1N1和H3N2。一般情况下，人流感病毒
只能打开人细胞表面的“锁”，导致人类感染且长期
在人类之间传播。冬春季是人流感的流行高峰，尤
其是人员密集场所容易出现暴发流行。

原本，禽流感病毒只能打开禽类动物细胞表面
的“锁”，感染禽类动物，并长期在禽类动物间传
播。但当禽流感病毒上的“钥匙”发生了某些变化

（如：病毒变异），或人细胞上的“锁”没锁紧
（如：免疫功能低下） 时，禽流感病毒就可能碰巧打
开某个人细胞上的“锁”，从而感染人。因为这把

“钥匙”还不能完全与人细胞上的“锁”相配，人感
染禽流感的病例呈现散发状态，通常是先在禽类动
物中流行，偶然感染人类，不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
传播。

目前，感染人类的禽流感病毒有报道的主要是
H5N1、H7N9、H7N7 和 H9N2。其中，H5N1 和
H7N9对人类健康威胁较大，而H7N9禽流感病毒比

H5N1 禽流感病毒更容易导致人类感染。2009 年新
型 H1N1 流感病毒的暴发，就是猪流感病毒上的

“钥匙”突然“配”上了人细胞的“锁”，导致了一
场全球流感大流行。不过，这种 H1N1流感病毒流
行至今，人类对其已产生一定免疫力，它也逐渐转
变为季节性流感了。

禽流感比人流感更易致肺炎

无论是季节性流感还是人感染禽流感，其临床
表现十分相似。比如，突然发病，高热，体温可达
39℃至40℃，有畏寒、寒战，多伴头痛、全身肌肉
关节酸痛、极度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被称
为“流感样症状”。随后，感染者出现咳嗽、咽痛，
严重者并发肺炎和呼吸衰竭。

但季节性流感与人感染禽流感的临床表现，还
是有许多差异的。

季节性流感的潜伏期较短，一般为 2天至 3天，
临床症状较轻，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除少数
重症病例外，大多数人感染后在1周至2周内自愈。
一些婴幼儿、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的慢性病患者
可能发展为肺炎或出现其他并发症，成为流感重症
病例。与季节性流感不同，2009年新型 H1N1流感
刚刚流行的时候，也可在没有基础疾病的青壮年、
肥胖人群和妊娠妇女等人群中引起严重的病毒性肺
炎。

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临床症状较重。虽然上呼
吸道感染的症状常不明显，但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有
肺炎的表现，病情发展迅速，常导致严重的呼吸窘
迫综合征、肺出血、胸腔积液、全血细胞减少、多
脏器功能衰竭、休克等多种并发症，病死率高。

仔细来看，人感染H5N1禽流感和人感染H7N9
禽流感的表现也有所差异。人感染 H7N9禽流感的
患者年龄较大，中位数年龄为63岁，有慢性基础疾
病的患者比例较高；H5N1 禽流感病毒的感染者年
龄较小，中位数年龄为 26 岁，男性感染者比例较
高，病死率更高。截至今年2月8日，全球共报告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 1115 例，死亡 379 例，
病死率 34%；人感染 H5N1禽流感确诊病例 856 例，
死亡452例，病死率高达53%。

预防禽流感主要靠远离禽类

尽管人流感和人感染禽流感都是流感病毒所
致，但预防策略不同。

人流感主要通过呼吸道和密切接触传播，最好
的预防方法就是接种流感疫苗。接种疫苗后，免疫
系统会产生对流感病毒的抗体，即便得了流感，病
情也相对较轻。因此，婴幼儿和老年人，尤其是有
慢性肺病和心血管病的人，应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准备怀孕的育龄女性也应在怀孕前及早接种流感疫
苗。人们平时还应注意锻炼身体，不吸烟，少饮
酒，控制体重，勤洗手，去医院戴口罩，这些措施
不仅可以有效预防流感，也可减少流感重症病例的
发生。

人感染禽流感是先有禽类动物的流感疫情，人
通过与禽类动物接触才被感染，所以并没有预防人
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疫苗。预防策略首先是预防、
监测和控制禽类动物中的流感疫情，发现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要对疫区内所有家禽采取控制性扑杀措
施，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疫点、疫区全面消毒。

目前，我国正处于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高发
季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按照以往经验，大部分
H7N9 病源来自鸟禽类，但不排除与猪等其他动物
有关的可能。因此，为降低感染风险，人们要做好
自我防护，避免与活禽接触；不宰杀禽类，到正规
渠道购买冰鲜禽肉；下厨时注意生、熟食物分开加
工，禽蛋类食材要彻底煮熟再食用。实际上，吃煮
熟的食物不会传播流感病毒，烹调时使用的正常温
度能够使流感病毒灭活。如果自觉有咳嗽症状，并
伴有38℃以上的高热，应该及时就医。从已确认病
例的早期症状看，咳嗽并伴有高热是最初的临床反
应，很容易被当作普通肺炎治疗。

（作者为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

开启卵巢癌精准诊疗
喻京英

卵巢癌是女性中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居妇科恶性肿瘤之
首，这与卵巢癌发病的隐匿性不无关联。由于缺乏有效的早筛手段，
70%卵巢癌患者在初诊时已为晚期，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在近日举行
的“检爱·遇见未知的自己”卵巢癌慈善关爱项目启动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郎景和教授表示，从上世
纪90年代BRCA基因被发现，就开启了卵巢癌的精准诊疗。

郎景和说，BRCA是一种与卵巢癌相关的人体抑癌基因，一旦发
生突变，机体就将丧失抑制肿瘤发生的功能，导致癌细胞大量繁殖。
通常认为，如果一名女性家族中无卵巢癌患者，那么她发生卵巢癌的
几率大约只有 1.4%，如果有 2个或以上的亲属患病，则发生卵巢癌的
几率会上升到7%，如果确定是携带BRCA1和BRCA2基因的遗传性卵
巢癌家族，则发生卵巢癌的机会增加到40%至50%。

据郎景和介绍，对所有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进行 BRCA检测，有助
于指导后续化疗方案、更好地判断预后及进行风险评估。然而，在过
去的 10 年间，我国 BRCA 检测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肿瘤医生对
BRCA检测的认识亟需提高。

2016年，一项关于中国首个大样本多中心卵巢癌患者BRCA突变
研究数据在国际上发布。数据显示，中国卵巢癌患者 BRCA 率为
28.45%，其中BRCA1突变率20.82%，BRCA2突变率为7.63%。郎景和
强调，这表明，在我国超过1/4的卵巢癌患者都存在BRCA突变，要想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转变观念，提高BRCA检测至关重要。

BRCA检测不仅是卵巢癌高危个体筛查的重要参考数据，对卵巢
癌患者后期用药也极具临床指导意义。首先，检测BRCA可指导卵巢
癌患者的生存预后；其次，检测BRCA可助于为患者制定有效的治疗
方案，使患者的“可预测性”和“个体化”医疗成为可能；另外，携
带BRCA致病突变的患者，可考虑进一步鉴别其亲属罹患卵巢癌 （或
乳腺癌） 的风险，提前制定随访和预防策略。

据悉，BRCA卵巢癌慈善关爱项目，是将卵巢癌领域先进的以检
测为基础的精准治疗理念，下沉到全国14个城市的20家医院。在推进
当地卵巢癌医护的继续教育和患者教育的同时，该项目还为1000名上
皮性卵巢癌患者无偿提供BRCA基因的二代基因检测，并为阳性患者
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以此提升大众防治卵巢癌意识，同时也为肿瘤科
医生提供丰富的交流和学习平台，使精准医疗成为可能。

2016年度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发展状况蓝皮书近日发布，包括医药
零售行业、中药材与中药饮片、医药电商、医疗器械、国医馆、医药
知识产权、医药信用与品牌、健康媒体、人道公益慈善等9份发展状况
蓝皮书。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9本蓝皮书中，《中国医药物资协会零售行业
（药店业态与类型） 发展蓝皮书》、《中国医药电商发展蓝皮书》等，延
续了以往的形式，结合相关政策和行业大数据，汇报当前行业各层面
发展情况，并就相关状况进行分析概览，同时对2017年度相关发展趋
势进行了预测。其中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零售行业 （药店业态与类
型） 发展蓝皮书》 为过去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连锁药店发展状况蓝皮
书》 及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单体药店发展状况蓝皮书》 的综合体，融
合各种药店类型及相关业态。

此外，《国医馆发展蓝皮书》《中药材与中药饮片发展蓝皮书》《中
国医药知识产权发展蓝皮书》《中国医药信用与品牌蓝皮书》以及《中
国医药物资协会健康媒体分会工作蓝皮书》 为本次发布会首发，结合
目前医药市场的创新发展模式，考量产业体系化发展之后的必然需
求，对传统中药材传承、国医馆业态发展、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医药
产业品牌化建设以及大数据时代医药融媒体传播的特征和导向等进行
了简要分析。

万人公益健走关注罕见病

本报电（记者喻京英） 在第10个“国际罕见病日”到来之际，京
津冀万人健走公益活动近日在唐山世博园举行。逾万名爱心人士用行
走的力量，表达对罕见病群体的关注和支持。

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确认的罕见病有7000余种，约占疾病种类
的 10%；而根据中华医学会遗传分会对罕见病的定义，我国罕见病患
者约有1680万。此次公益活动借此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罕见病，建立
一个由政府、社会、医疗单位、企业、患者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提
高对罕见病的认知，帮助罕见病病人，尤其是让罕见病患者早日得到
治疗，回归正常生活。

足三里是人们生活中常用的保健穴，位于小
腿前外侧，犊鼻下 3寸，距胫骨前缘一横指。简
单的取穴方法是，用右手掌心按准右腿膝盖顶
部，五指朝下，中指顶端向外一指的位置，就是
右腿足三里。

此穴主治胃痛、呕吐、腹胀、肠鸣、消化不
良、下肢痿痹、泄泻、便秘、痢疾、疳积、癫
狂、中风、脚气、水肿、下肢不遂、心悸、气
短、虚劳赢瘦，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
一，是一个强壮身心的大穴。传统中医认为，按
摩足三里有调节机体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调
理脾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
祛邪的作用。

很多人虽然对足三里十分熟悉，但对于如何
科学利用穴位进行养生并不是十分了解。民间有
云“温灸足三里，活到一百一”，就是说常灸足
三里穴确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减少疾病的发
生。日本的一位 194岁高寿老人曾向日本天皇传
授秘诀即：“每月初一灸足三里穴，连灸8日，月
月如此，肯定会保证健康。”唐代药王孙思邈常
用艾叶温灸足三里，活到 101岁。如此说来，足
见艾灸足三里对人体的益处之广。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和中医常说的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相通的。没有了胃肠道的
消化能力，五谷杂粮就不能转化为人体的气血，
强身健体就无从谈起。所以民间有“常灸足三
里，胜吃老母鸡”一说。传统中医认为，鸡肉能
补肾益精、补益脾胃、补血养阴，可用于治疗食

欲不振、面色萎黄或产后体虚、头晕、少乳及闭
经、月经量少等。妇科名药“乌鸡白凤丸”就是
以乌骨鸡为主要成分。尤其是老母鸡的补益作用
更高，对于病久体虚的人颇为适宜。后来人们发
现，足三里具有和鸡肉类似的作用，同样可以用
于补肾益精、补益脾胃、补血养阴等。对食道癌
患者做实验观察，结果发现针刺足三里穴，可见
食道蠕动增强，管腔增宽，痉挛解除；针刺胃病
患者的足三里，其胃电图的表示为双向调整作
用；在针刺影响胃机能的机制探讨中，发现与胃
泌素有一定关系。针刺足三里还有调节机体免疫
力、增强抗病能力的作用。这些报道充分说明针
刺足三里穴可以调节机体功能，具有保健作用。

足三里取穴简便，常用的保健方法主要有：
1、按揉： 用拇指指面着力于足三里穴位之上，
垂直用力，向下按压，按而揉之。其余四指握拳
或张开，起支撑作用，以协同用力；2、艾灸：
取中草药“艾”为燃料，将艾绒点燃，直接或间
接温热感穿透肌肤入穴。只要方法得当，必将收
益良多。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流感有多种流感有多种
应对有不同应对有不同

蔡晧东

禽类是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
流感病毒可分为甲、乙、丙三型。其中，甲型流感依据流感病毒红细胞血凝素

蛋白（HA）的不同可分为1至16种亚型，根据病毒神经氨酸酶蛋白（NA）的不同可
分为1至9种亚型，HA的不同亚型可以与NA的不同亚型相互组合形成不同的流感病
毒。而禽类特别是水禽是所有这些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H7N9禽流感病毒就是其中
一种。

H7N9亚型流感病毒既往仅在禽间发现，在荷兰、日本及美国等国曾发生过禽间
暴发疫情，但未发现过人感染该病毒的情况。直到2013年3月，我国在上海和安徽
两地率先发现人感染H7N9病例。

本报电（徐玮佳） 清华大学免疫创新中心 （ICIT） 与著名跨国药
企百时美施贵宝 （BMS） 近日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作为ICIT首家战略
合作方，BMS将参与其创新药物发展计划，在免疫治疗领域与ICIT展
开密切合作。

据悉，双方将依托清华大学在基础科研方面的雄厚力量和人才优
势，加之百时美施贵宝在药物研发方面的丰富经验实现优势互补，共
同促进高科技研发成果的加速转化，为免疫类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手段。

健走活动现场健走活动现场 喻京英喻京英摄摄

中国医药蓝皮书发布
吴群虎

清华推创新药物发展计划
艾灸足三里穴有何保健功效？

王红蕊

艾灸足三里穴有何保健功效？
王红蕊

甘蔗是能清、能润、甘凉滋养的食疗佳品，古往
今来被人们广为称道，就连那些清高儒雅的文人墨客
对其也情有独钟。二月是最适合吃甘蔗的季节。

甘蔗的营养非常丰富，它的主要成分是水，除此
之外，含量最高的就要数糖了。甘蔗中的糖有蔗糖、
葡萄糖、果糖等，这些糖分很容易被人体吸收，且不
会轻易转化为脂肪。甘蔗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如维
生素B和维生素C，还含有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
铁、钙、锌、猛等，其中铁的含量最高，在众多的水
果中居于首位。因此，甘蔗被称为“补血之果”。

甘蔗不但营养丰富，食用时还可以起到清洁口腔
的作用。甘蔗不仅是冬令佳果，还是防病健身的良
药，有滋养润燥之功，适用于低血糖症、心脏衰弱、
津液不足、咽喉肿痛、大便干结、虚热咳嗽等病症；
甘蔗入肺、胃二经，具有清热、生津、下气、润燥、
补肺益胃的特殊效果；甘蔗汁多味甜，营养丰富，被
称作果中佳品，其中的蔗糖、葡萄糖及果糖，含量达
12%。此外，甘蔗还含有人体所需的其他物质；甘蔗含
糖多，甘蔗糖类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咀嚼甘
蔗，对牙齿和口腔肌肉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有美容
脸部的作用；甘蔗可治疗因热病引起的伤津，心烦口
渴，反胃呕吐，肺燥引发的咳嗽气喘。

无论对人多营养、有益的东西，有些还是有负面
的作用，大都因食物的性味变化和人的体质、虚实是
否相宜或禁忌等有密切关系。一般人群都可食用甘
蔗，但是脾胃虚寒、胃腹寒疼的人群，就不太适宜食
用甘蔗了。

甘蔗二月食甘蔗二月食甘蔗二月食
魏咏柏魏咏柏魏咏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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