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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厨师感染后被开除
陆红的门诊，有许多慕名来的

HP感染者。他们中有人谈之色变，

担心发展成胃癌；有人即将结婚，

被另一半逼着来治；还有人反复治

疗失败，垂头丧气……

王先生是一家公司的部门负

责人，他在体检中查出HP阳性，而

且整个部门好多人都“中招”了，公

司的整体感染率竟达到了 40%

多。由于厨师本人也是感染者，被

认为是“罪魁祸首”，因此遭到辞

退。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家公司竟

扔了所有的餐具，重买新的。

如此“豪横”也可能源于无

知。在陆红看来，这样的事情发

生，说明普通人对其知之甚少，有

些人可能想到了“伤寒玛丽”的故

事，但其实这和HP感染和传播并

不一样。“一个公司感染率40%，跟

整体人群感染率差不多，并不意

外。”陆红告诉记者，幽门螺杆菌是

人类最常见的慢性细菌感染，由于

社会经济水平和卫生习惯的改善，

我国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近年来

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大城市。

不过，大面积的筛查和治疗仍不太

现实，但是体检时的检查是受到鼓

励的。

哪些人一定要治疗呢？陆红

表示，以前认为消化性溃疡、慢性

胃炎伴消化不良症状、胃粘膜萎缩

和糜烂，或者曾经做过胃部肿瘤手

术，有胃癌家族史要积极治疗，但

近几年来，业内公认感染者都需要

治疗，除非有抗衡因素，因为根除

HP是胃癌一级预防的有效手段。

“在胃癌患者中，90%左右的人罹患

或者曾经罹患HP感染，它是胃癌

的始动因素，但两者并不能画等

号。感染HP不等于一定会得胃

癌，其和胃癌的关系，可类比于吸

烟与肺癌。”此外，对需要长期服用

阿司匹林等非甾体类消炎药者，也

要先根除HP，否则容易引起溃疡病

和消化道出血。在现代社会的激

烈竞争中，心脑疾病的发生率明显

升高，使用这些药物的机会也会大

大增加。

儿童是易感染群体
和感染了HP的人一起吃饭会

不会被传染？这是很多人关心

的。陆红告诉他们，从科学的角度

说，有这种可能性，但不大。

HP的传播途径离不开“口”，

“粪-口”和“口-口”途径是最可能

的传播方式，如果不小心直接食用

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源，很有可能被

感染上。但正常情况下，成人很难

被感染上，哪怕夫妻之间，这可能与

胃肠道免疫力有关。主要的易感人

群是儿童，特别是幼儿。传播风险

较大的可能是，母亲或其他成年人

把食物在嘴里咀嚼后喂给孩子吃，

这样的习惯一些农村的老年人中还

有。“或者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被

HP污染的食物。”陆红说。

还有一些年轻的家长前来询

问，自己感染了HP，要不要让孩子

也做个检测？陆红表示，全球幽门

螺杆菌感染超半数，其中大多数都

是发生在儿童时期。但是考虑到

儿童对药物不良反应的耐受性低，

依从性差，可选择的抗生素种类

少，暂不推荐14岁以下儿童常规行

HP检测，等长大了再治也来得及。

但对某些特殊的患儿，如消化性溃

疡者，是建议做检测和治疗的。

30岁的小玲还在哺乳期，体检

查出HP感染，要不要治，成了她的

一桩心事。治疗的话，就要吃抗生

素，母乳喂养中断；不治疗的话，她

担心传染给孩子。陆红表示，HP不

会通过乳汁传播，只要母亲没有口

对口喂孩子吃东西，平时的一般生

活接触是不会感染宝宝的。目前

小玲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胃癌家

族史，可考虑延期治疗。

有意思的是，陆红在门诊曾经

遇到夫妻“争吵”的，非要说是对方

传染给了自己；有一方坚决要求分

餐，另一方不同意的；还有一方强

烈要求治疗，另一方暂时不想吃药

的。经过解释，患者终于明白，成

人时期的再感染是很罕见的，一方

感染，另一方并不必然也被感染；

即使是感染者，并不意味着是被对

方感染，往往认识之前大家都是阳

性者；而且一方暂时不吃药，不影

响另一方的治疗。不过，养成使用

公筷公勺的好习惯，对预防HP感

染肯定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有儿童

的家庭。

规范治疗可以根除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感染HP

呢？陆红说，单纯从症状上自我判

断是不可靠的，大部分人没有症

状，只能通过做专项检查来确认。

目前呼气试验是临床用于检测幽

门螺杆菌感染最简便和常用的一

种方法。对于胃癌高危人群，医生

还要建议做胃镜检查。

对于HP的治疗，必须严格遵

照医嘱服药，通过“四联疗法”，往

往是可以根除的，而想要自发清除

几乎是不可能的。网上所热卖的

一些所谓的“治幽”产品，基本上都

不靠谱。

陆红遇到了一位自称“反复复

发”的小伙子。一问，原来他两年

前就感染，但是不认真吃药，一停

药就做呼气复查，貌似好了，其实

是“假阴性”。“一般停药四周后复

查呼气，转阴就说明治疗成功，停

药不但是指停抗幽门螺杆菌的四

联药物，还要停抑酸剂、抗生素和

有抗炎作用的中药。”陆红说，有的

患者停药后马上就去检测，测出来

阴性，过了不久又转阳性了，因此

将其归咎于“复发”，这是不科学

的。在陆红看来，这位小伙子根本

没有治好，也无从谈“复发”。

“治疗HP有个特点，当你没

有一鼓作气打败细菌，细菌反而变

得‘强大了’，耐药了，你再想要消

灭它就没那么容易了。”陆红时常

告诉病人，“如果你要治疗成功，要

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吃药。否则，

断断续续吃药或擅自停药，比不吃

还要糟。”在治与不治的选择上，

大多数是取决于患者本身；但对

于怎么治，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如

果治疗失败，有些抗生素就不能再

用了。

同时，陆红也发现，吸烟可能

导致治疗失败。这时由于吸烟可

降低胃黏膜血流量，减少胃黏液分

泌，从而减少到达胃黏膜的抗菌药

物量；吸烟也可刺激胃酸分泌，降

低酸敏感抗生素如阿莫西林、克拉

霉素的疗效。

对于已经确定感染却还没有

治疗的人，尽管并不一定传染家

人，但也建议在家注意用餐卫生，

给孩子专用餐具，不要嚼碎东西喂

孩子；集体用餐时最好能用分餐

制。但是成人间的感染和再感染

是极少的，哪怕共同生活。

首席记者 左妍

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能不能和朋友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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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演员胡兵治疗幽门螺
杆菌（HP）的帖子冲上热搜，网友也
惊讶地发现：原来身边感染HP的人
那么多！感染HP并不可怕，治疗好
就行，不必因此而“社恐”。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
陆红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在我国大
约50%左右的人都感染了HP，我们
甚至都不将它称为“病”。关于要不
要治、怎么治、会不会复发等问题，
事实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本次出院的47例患者均为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其中3例为外籍，

其余均为中国籍，年龄在21岁至58

岁之间。在院期间给予抗感染、中

药、加强营养、心理疏导以及对症支

持等治疗措施，现康复出院。

自2022年1月以来，定点救治

医院新冠肺炎患者的在院人数屡创

抗疫以来新高。市公卫中心继续针

对近期境外输入病例的病情特点，

由市级专家组根据具体情况，不断

调整治疗措施，加强人性化服务，从

心理健康疏导、语言翻译服务、特殊

饮食管理、批量救治能力等方面来

提高综合救治水平。新冠患者治愈

出院后，还将持续做好出院患者的

健康管理与随访观察。

在创纪录的出院人数背后，是

一大批白衣战士的默默付出，他们

用坚守和奉献，捍卫着上海这座城

市的公共卫生安全。

一张拖了3年的结婚证
“今年春节又不能陪你回老家

订婚了，等今年疫情平稳了，我们就

把结婚证领了。”类似这样的微信内

容，自2020年初至今，邵元昊已经

第三次发给女友。2022年1月以

来，境外输入患者突然激增，为了及

时缓解临床护理压力，1996年出生

的男护士邵元昊根据安排于1月3

日再度进驻新冠病房，开启了第三

轮新冠护理工作。接到通知后，邵

元昊没有犹豫，简单收拾衣物后立

即到岗，但他清楚，他和女友春节领

证的约定又要食言了。

“在院患者处于高位，我作为男

护士在搬运设备、腾挪床位时有优

势，虽然有遗憾，但这里更需要我。”

作为188cm的大高个,每次遇到重

活、累活，邵元昊总是冲在前面。

在隔离病房工作真的一点都不

轻松。穿上闷热的防护服，哪怕是寒

冷的冬天，一天下来内衣依然能被汗

水浸透。“学校毕业后我就一直在公

卫中心工作，多亏平时经常参与应急

演练，当面对新冠时可以沉着应对。”

虽然抗疫工作艰苦，但邵元昊从未想

过退缩。“我来病房的第一天，一位患

者以为我是后勤工人，还问我护士小

姐姐哪里去了。当得知我是他的床

位护士还一脸诧异。一直到我帮他

抽完血，他才放下顾虑，还说我扎针

比女护士还温柔。”对邵元昊来说，患

者的肯定就是最大的褒奖。

除了患者，邵元昊最放心不下

的还是在老家的女友，爱情长跑6

年，原本应该进入婚姻的殿堂，却被

新冠疫情一再耽搁拖延。“她一直安

慰我，订婚领证可以延期，守护生命

迫在眉睫。”有女友的支持，邵元昊

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护理患者。

已10次进舱的感控专员
为了及时发现和消除感控风

险，确保医务人员健康，公卫中心从

2020年抗疫之初就派遣感控专员

进入新冠病房，督查医护人员的操

作细节和完善病区内的院感防控流

程。日前，公卫中心感染控制科员

工黎兰英刚刚结束第10次的新冠

病房院感督导任务。

抗疫两年来，黎兰英把自己在

新冠病房的工作归纳为“管天、管

地、管空气”。只要任何有院感风险

的因素，黎兰英都必须过问、登记、

整改。“小到垃圾桶的摆放，大到整

个空间布局，只要有院感风险，就必

须完善改进。”黎兰英10次进舱见

证了公卫中心医务人员零感染、院

内感染零发生的成绩。

私底下，黎兰英是一名热爱生

活的女性，家中种植了许多兰花，有

几株已经种了9年。两年来不间断

的抗疫，让她没有时间打理花卉，由

于缺乏照护，家里的兰花先后枯萎。

每当报道国内出现院感暴露事

件，黎兰英就会觉得压力特别大，此

时她就会用画笔来排解。“2020年春

节全国支援武汉抗疫，我创作了油

画《守护》；2021年春节前，我画了梅

花，象征了公卫中心的傲骨坚守；今

年春节前，我画了向日葵，取名《朝

阳》，相信阳光离我们不远了。”

坚守病房235天的楼长
从2020年抗疫至今，临床医生

赵隽先后5轮进驻新冠病房，累计

坚守时间长达235天。如果算上医

学观察的时间，那么赵隽告别家人

的时间将超过300天。据赵隽回

忆，去年11月24日进驻新冠病房担

任楼长时，在院确诊患者人数才60

多人。可是当他1月17日结束本轮

工作时，在院确诊患者人数达到了

467人，其中的工作强度不言而喻。

作为楼长，赵隽要全面协调统

筹一线救治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

收治了合并多种疾病的老年患者、

有重症风险的重度肥胖患者、孕妇、

需要心理疏导的患者以及合并其他

感染性疾病的患者，几乎各种类别

的高风险患者，他都过了一遍手。

“其实最考验人的，就是对疾病的早

发现、早识别，防止疾病进展和重症

化，就是楼长的首要任务。”

自从2022年1月以来，由于收

治人数的激增，赵隽一天之内最多

开展了6次线上查房讨论病情，等

他填写完资料、统计好数据已经是

第二天的凌晨3点，最忙碌的那几

天，他每天睡眠时间不足3小时，却

依旧完成了每日工作任务。

工作忙碌的同时，赵隽不得不

缺席了对家人的陪伴，他的爱人目

前担任公卫中心门诊护士长，负责

患者流调和门诊工作。由于门诊也

要配合检查、督导，导致夫妻两人忙

得连1年级儿子的线上家长会都参

加不了。“虽然和爱人在一家医院工

作，但在疫情期间有时候1周都见

不了一面，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再补

偿吧。”不能照顾到家庭，赵隽也是

充满了愧疚。

首席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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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市级专家组评估，47例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院标准，于今日
顺利出院。47人集体出院也是抗疫至今上海新冠肺炎患者单日出院最多人数。

名境外输入新冠患者今出院
忙于抗击疫情，公卫中心男护士打算结婚却“爽约”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