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肺炎支原体、合胞病毒、鼻病
毒、流感病毒……这些都是呼吸道
疾病的常见病原体。感染了它们都
会有哪些症状？该如何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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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王丽娜：肺炎支原体既不是病
毒，也不是细菌，它是介于病毒和细
菌之间的病原微生物。主要通过飞
沫传播，平时存在散发的病例，全年
均可以发病，以冬春季较多，每隔
3-7年就可以发生一次地区性的流
行。肺炎支原体可以引起上呼吸道
感染、支气管炎和肺炎，各年龄组儿
童均可以发病。

肺炎支原体引起的肺炎轻重不
一，重症可引起坏死性肺炎、胸腔积
液等，可伴有多脏器的损伤。治疗
除了药物以外，可以辅助可弯曲支
气管镜治疗、肺康复治疗，以减少肺
不张、闭塞性支气管炎等并发症的
发生几率。除了注意手卫生，经常
通风外，可通过加强锻炼，增强抵抗

力，减少去人多的公共场所等方式
来预防。

呼吸道合胞病毒

王丽娜：呼吸道合胞病毒英文简
称RSV，感染极广、传染性极强，再感
染发生率非常高，病毒潜伏期约2-8
天，成人和儿童均可引起感染，其中
成人和年纪大的孩子一般可引起上
呼吸道感染，而对婴幼儿则是造成急
性下呼吸道感染。它可以引起间质
性肺炎、毛细支气管炎，主要症状包
括咳嗽、喘息、气促。引起肺炎多见
于在3岁以下的儿童，1-6个月可见
较重病例，男孩多于女孩。

传播主要通过鼻咽黏膜、眼黏膜，
接触含有RSV的分泌物或污染物而
被感染。RSV传播的媒介包括唾液、
鼻涕、被污染的手和物体等。所以，预
防感染需要注意室内通风，注意手卫
生，公共场所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
染，尤其是在家庭内部成员内。

鼻病毒

潘维娜：鼻病毒是引起上呼吸
道感染最常见的病原体，因鼻腔温
度适宜，喜欢聚集在鼻子里，引发鼻
部症状，故而被称为鼻病毒，三分之
一左右的感冒是由它引起的。它主
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可以通
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传播，任

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感染鼻病毒，
年幼、年长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
更容易感染。

鼻病毒感染后通常表现为上呼
吸道感染症状，如鼻塞、流鼻涕、打
喷嚏、咽痛、咳嗽等，可能伴有发热
症状，轻症患者治疗以缓解症状、支
持治疗为主，一般一周左右可自愈，
有基础疾病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
可能会出现支气管炎、肺炎等下呼
吸道感染，对于严重的鼻病毒感染
需要进一步的医学干预。

因为生活中鼻病毒非常常见，
而且容易反复感染，所以大家要注
意预防，做好个人防护是非常重要
的。比如勤洗手、注意室内通风、戴
口罩，感染高峰的时候少去人群密
集的场所等。另外，坚持体育锻炼，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充足的休息、均
衡饮食，也有助于预防病毒感染。

腺病毒

潘维娜：腺病毒是儿童呼吸道
感染的常见病毒，它可以引起呼吸
道感染，还可以引起膀胱炎、眼结膜
炎、胃肠道疾病及脑炎等。有症状
的感染者和无症状的隐性感染者均
为传染源。潜伏期一般为2-21天，
平均为 3-8 天，潜伏期末至发病急
性期传染性最强。飞沫传播是呼吸
道感染腺病毒

的主要传播方式，另外还包括接触
传播和粪口传播。腺病毒肺炎最常
发生于6个月大至5岁期间，尤其是
2岁以下儿童。

症状主要以发热、咳嗽、咽痛、
乏力、胃肠道症状为主，严重者可表
现为反复高热、剧烈咳嗽、喘息等肺
炎表现，而且病情较复杂，所以重症
预判至关重要。目前尚没有明确针
对腺病毒的特效治疗，临床上以对
症支持、针对并发症治疗为主。

日常要做好手部卫生，不用脏手
触摸口鼻眼等黏膜部位，避免接触腺
病毒感染人群，保持良好的室内通
风，均衡营养饮食、适当运动、充足休
息等。一旦出现持续高热、剧烈咳
嗽、气短等严重症状，要及时就医。

新型冠状病毒

荆 薇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是 一 种
RNA病毒，它可通过呼吸道飞沫、气
溶胶和接触等方式传播。临床表示
为发热、干咳、咽痛、头痛、肌肉酸
痛。危重患者可以发生呼吸窘迫综
合征、心肌病、脑炎、急性脑血管
病、酸碱失衡及休克。

因新冠病毒对过氧
化氢、次氯酸、紫外
线、温度均

敏感，60摄氏度热处理1小时即可
灭活，所以在家要进行有效的卫生
清洁，同时坚持勤洗手、在公共场
合佩戴口罩，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
生习惯。

流感病毒

荆 薇 ：流 感 病 毒 也 是 一 种
RNA 病毒，分为甲、乙、丙、丁四
型，主要致病型为甲型及乙型，通
过空气飞沫、气溶胶传播。临床症
状为发热、干咳、咽喉痛、肌肉关节
酸痛、乏力等，发热时可出现畏寒、
寒战。儿童发热程度重于成人，并
易伴发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系
统症状。

流感病毒对乙醇、碘伏、紫外
线、温度均敏感，56 摄氏度条件下
30 分钟可灭活。因此，要保持家庭
干净，做好消毒工作，同时坚持勤
洗手、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保持
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

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感染后症
状十分相似，都会出现发热、干咳、
头痛、咽喉痛等相关感冒症状，所以
孩子如果出现相关症状，热湿比较
高的话，建议到医院查明病原体进
行对症治疗，以免延误孩
子病情。

胃酸过多源于不良的饮食习
惯，那么，要防止胃酸过多，每餐应
该定时定量，少吃多餐，老人可以每
天分为 4-5 餐，尽量不要出现饿到
胃痛的情况，避免睡前进食，饭后适
量走动。

加碱减酸。在面对胃酸分泌过
多时，最简便的方法是多食含碱食
物。摄入相应的碱性物质能有效中
和胃酸。在日常食物中，偏碱性食
物有牛乳等乳类，菠菜、油菜等新鲜
蔬菜与碱性的生果如苹果、橙、橘
等。

生姜暖胃。胃喜温恶寒，在碱
性食品一时摄入不足时，可饮用适
量的温开水稀释胃酸，也能起到暂
时缓解胃酸过多引起的不适。对于
胃酸过多的人，可用生姜和普洱茶
一起煮，喝茶汤。平时烹饪时，加入
少量的生姜也可暖胃。

蛋白护胃。平时多补充足量的
蛋白质，在胃液排泄过剩，足量的蛋
白质能维护胃壁，保护胃黏膜。豆
腐、肉、鱼、牛奶等能提供丰富的蛋
白质，又不会促进胃酸分泌。

胃酸过多可胃酸过多可
多食含碱食物多食含碱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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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病疗疾时，为增强疗
效 ，有 时 要 中 西 药 同 时 服 用 。

但不是所有中西药都适宜联合
用药，如配伍不当也会产生不
良反应，危害身体健康。究竟
哪些西药不宜与中药同时服用
呢？

西 药 治 疗 缺 铁 性 贫 血 的
铁 制 剂 、治 消 化 不 良 的 酶 制
剂 、含 氨 基 比 林 等 成 分 的 解
热 镇 痛 剂 、某 些 治 疗 心 脏 病
的 药 物 ，如 洋 地 黄 制 剂 等 ，都
不 宜 与 中 药 同 时 服 用 。 因 为
这 些 西 药 容 易 与 中 药 里 的 鞣
质 发 生 反 应 ，影 响 疗 效 ，甚 至
产 生 有 害 物 质 。 西 药 胃 舒

平 、碳 酸 氢 钠 、氢 氧 化 铝 、

氨 茶 碱 等 不 宜 与 中 药 保 和
丸 、六 味 地 黄 丸 同 时 服 用 ，因
为 同 用 会 影 响 体 内 的 酸 碱 平
衡 而 失 去 作 用 。

西药抗生素不宜与中药麦
芽、神曲、谷芽等同用，会使中
药所含酶的活性降低而失去药
效。西药复方降压片、优降宁
等不宜与防风通圣丸、止咳定
喘 膏 、麻 杏 石 甘 片 合 用 ，会 抵
消降压作用；西药氨茶碱不宜

与中药贝母同用，否则会引起
中毒；西药阿托品、山莨菪碱、
咖啡因不宜与中药小活络丹、
香 连 丸 、川 贝 枇 杷 露 同 用 ，会
增 加 生 物 碱 的 毒 性 ，引 起 中
毒。

西药硫酸亚铁不宜与中成
药朱砂安神丸合用，这是因为
两药合用能生成溴化汞、硫化
汞，易导致汞中毒。中药乌梅、
山楂、五味子等含有有机酸，与

磺胺类药物合用，易引起
少尿、闭尿或血尿。

西 药 心 律 平 、奎 尼 丁 不 宜
与 中 药 易 心 丹 、保 和 丸 、六 神
丸合用，可导致心脏骤停。西
药 痢 特 灵 不 可 与 参 苓 白 术 丸
同用，可引起恶心、呕吐、血压
升高。西药鲁米那、水合氯醛
等镇静止痛药不宜与人参酒、
舒筋活络酒同用，会加强中枢
神 经 的 抑 制 作 用 ，易 发 生 危
险。

此 外 ，还 有 西 药 红 霉 素 不
可与中药穿心莲合用，西药咖
啡因不可与中药元胡止痛片同
用，新霉素不可与牛黄解毒片
同用等。

这些中西药不宜同时服这些中西药不宜同时服

我前段时间体检时发现“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但
肝功能正常，医生说我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请问这是
什么意思？乙肝病毒携带者需要治疗吗？

读者 江先生
江先生：

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指感染了乙肝病毒，但没有肝
炎症状和体征，肝功能等各项检查正常，肝组织学检
查无明显异常的群体。意思是说，虽然乙肝病毒在肝
脏细胞内大量复制，但并不损害肝脏，这类患者通常
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只能通过化验来发现，通常表现
为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HBV-DNA阳性、肝
功能及肝脏超声正常，是一种人与乙肝病毒“和平共
处、互不干涉”的状态。

大部分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不用治疗，只要平
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半年）到医院做肝
功能、HBV-DNA、肝胆
脾B超、甲胎蛋白等检查
就行。而对于肝功能异
常的病毒携带者来说，则
需要积极配合治疗，否则
会引起肝硬化甚至是肝
癌。

什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什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预防呼吸道疾病预防呼吸道疾病 做好防护是关键做好防护是关键

读者来信

当外
耳 、中 耳 或 耳

朵附近的组织发生
不同原因的病变时，可

从耳道内流出不同颜色的
液体，应引起高度重视。
红色液体。当患有耳道乳

头状瘤或恶性肿瘤时，耳道内可
流出少量无痛性红色液体。应及

早就医，必要时可作病理切片，以
明确诊断。

黄色脓
液。外耳道
皮肤感染引
起 的 疖 肿 ，
在 脓 肿 自
行 破 溃 后 ，耳 道 内 可 流 出 黄 色 脓
液。慢性化脓性中耳炎，也可流出
黄色的脓液。

黑色液体。患有急性坏
死性中耳炎或耳内患有恶性

肿瘤的人，耳道内可有坏死
组织混合脓液形成的黑

色液体流出。
棕

褐 色 液

体 。
有些人耳道内
耵聍（即耳屎）分泌
特别多，呈稀泥浆状湿
性物，有时耵聍可呈棕褐
色液体从耳道内流出。

绿色脓液。常见于绿脓杆
菌感染所致的慢性化脓性中耳
炎，也可见于中耳乳突手术和中耳
炎合并颅内感染绿脓杆菌后所引

起。
白色液

体。如患有
胆脂瘤性中
耳 炎 时 ，耳
道 内 可 见

白色胆脂瘤皮屑形成的一种液体，
并具有特殊的腥臭味。

无色液体。当头颅外伤、中耳
手术时损伤了脑膜，耳道内即可
有一种无色的液体流出，实际
上是脑积液的外漏，对此应
高度警惕，并立即去医院
就医，以防化脓性脑
膜炎或脑脓肿的
发生。

耳道流液应引起重视耳道流液应引起重视

治体虚多汗方
炒党参、炙黄芪各30克，酸枣

仁、龙眼肉各15克，炒白术、全归、

茯苓各 12 克，炙甘草 5 克。水煎

服，每日1剂。一般连服7-15剂

可获显效或痊愈，然后再以中成

药补中益气丸、归脾丸交替服用3

个月以巩固疗效。

治烧烫伤验方
内服方：金银花 30 克，甘草

10克。水煎服，每日1剂。

外用方：鸭蛋1枚，取蛋清与

硼酸粉5克调成糊状，涂患处，每

日 2-3 次。若烫伤处起水泡，可

先用注射器将水泡刺破，抽出里

面液体后再涂药，消毒纱布覆盖。

（本方仅供参考）

小验方小验方

据（吉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