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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杭州、徐州三
地新冠肺炎感染者，曾在同一
餐厅就餐。很多人会问，如在
外用餐该如何防护？

为什么在餐厅里吃个饭，
会被感染呢？在 2020 年 4 月
初，《传染病学》杂志在网站发

行了一篇广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研究解释了原因。该
研究涉及了一同在餐厅就餐
的 3个家庭，共 10人感染。调
查人员推测认为，爆发的可能
原因就是“飞沫传播”，空调则
是“帮手”。

研究提到，较大的呼吸飞
沫（>5微米）在空气中保留时
间很短，移动距离也有限，通
常<1米。患者A1与其他桌子，
尤其是桌子 C 的人之间的距
离都>1米。但来自空调的强劲
气流可能会将液滴从 C 桌传
播到A桌，再传播到B桌，然后
再传播回 C桌（出风口→C→
A→B→进风口）。而不仅仅是
一呼一吸之间，还在人与人的
接触之间，病毒也在传播。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2020年5月14日报道，一项由
公共媒体机构日本放送协会
和健康专家合作完成的实验，
向人们展示了当一个被感染

的人去餐厅就餐时，细菌和病
毒在餐馆里的传播情况。

实验中，有10名参与者进
入餐厅用餐，其中一个人模拟

“感染者”，将“感染者”的手上
涂满荧光材料，以此来模拟病
毒在室内的传播过程。其他的
每个参与者，在不考虑潜在污
染的情况下，像往常一样就
餐。

在用餐半小时过后，参与
者被投射在黑光灯下，“被感
染”的地方会被荧光照亮。实
验结果显示，手上的“病毒”快
速扩散，不仅沾到了“感染者”
的嘴边，扩散到餐盘桌子杯子
上。此外，同桌的其他食客也

沾上了不同程度的“病毒”。
这也提醒我们，在疫情常

态化的情况下，就餐难免要摘
口罩，一定要注意：

1.疫情还未结束，一定要
注意少聚集、少聚餐。

2.就餐前，一定要洗手，做
到“七步洗手法”。

3.在餐厅就餐时，要尽量
避免面对面就坐，可以选择同
向而坐，且相隔1米以上。

4.尽量缩短就餐时间，减
少同行人员之间的交流。

5.如餐厅就餐人员较多，
也可选择打包带走。

6.外出就餐后，建议洗手。
宗合

疫情期间

在外用餐该如何防护

息肉是癌症前兆吗
这几种息肉对人体并无大碍

许多人或许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明明在日常生活中毫无征兆，拿到体检
报告后，却发现自己身体里入住了一些“不速之客”。例如息肉、结节甚至肿瘤，
还有可能一次发现好多个。有的肿块或异物在体内保持着“娇小的身躯”，而有
的则会越长越大。这些身体里的“不速之客”是怎么形成的？它们对我们的身体
健康会造成威胁吗？最终会发展成癌症吗？

息肉是人体组织表面形
成的赘生物，包括增生性、炎
症性、肿瘤性息肉等。息肉最常
见的产生原因是一些慢性刺
激，包括炎性刺激、异物的机械
刺激和饮食刺激。此外，息肉的
产生还具有家族遗传性。

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因
此，大家大可放心，只需要定
期检查息肉的情况。一般而
言，随着息肉的形态、数目和
部位的不同，其病变严重程
度也不一样。体积较小、带蒂
的炎性息肉不会发生癌变，
但体积过度增大的息肉会压
迫到它的邻居们，产生一些令
人困扰的压迫症状，而有一些
息肉尽管个子小小的，恶变的
几率却比较高。

生殖系统息肉

雌激素水平紊乱、长期妇
科炎症、手术操作、分娩、宫腔
内节育环刺激等情况可能导致
子宫内膜息肉和宫颈息肉的形
成。这类息肉通常是一些善良
的“客人”，恶变的可能性很小，
但一经发现，应立即就医活检，
通过手术治疗是最佳方式。因
手术后息肉有可能卷土重来，
定期复查也十分重要。

对于围绝经期的妇女来
说，尤其是围绝经期阴道流血
的女性，发现息肉应该警惕癌
变的可能。

消化系统息肉

消化系统的息肉有许多

种，病因也五花八门。一般而
言，血吸虫病、溃疡性结肠炎、
饮食习惯改变、粪便干结等刺
激是常见诱因。在众多消化道
息肉中，大肠息肉的生长隐秘
而危险，经常在发现后很快发
展为结肠癌。因此，出现无明显
原因的腹泻、便秘等情况时，应
及时进行肠镜检查。如果发现
息肉，就需立即手术处理，避免
发展为结肠癌。

消化道息肉中也有危险程
度小的种类，如胆囊息肉。胆囊
息肉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为良
性，且能够多年不进展。但如果
一旦出现症状或者有恶变倾向
时，就需要及时处理。

结节一般用来描述具有局
限性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
肿块，有时肿块会互相融合形
成斑块，有些在皮肤可触及。在
X 片、CT 等影像检查中，有时
会发现类圆形的实质性病灶，
这种病灶一般被描述为结节
灶。

结节仅描述了病灶的特
征，并不代表病变的良恶程度。
虽然大多数结节对人体无害，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出现恶
变的情况。

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和
肺部结节是一些临床是比较常
见的结节类型。接下来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

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结节比较常见，可

分为增生性结节、炎性结节、囊
肿和肿瘤结节等。许多甲状腺
疾病，如亚急性甲状腺炎、弥漫
性毒性甲状腺肿、甲状腺髓样
癌等均可以表现为结节。因此，
当在颈部触及到肿块时，应警
惕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并及时
进行B超、活检等检查。

乳腺结节

乳腺结节分为良性增生
性结节和肿瘤结节。目前，乳
腺结节的病因尚不明确，内
分泌紊乱、遗传和环境等因
素可能在其致病机理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乳腺增生结节的质地、大
小、症状等与月经周期变化息
息相关。在经前，结节常常增大
且伴有胀痛或触痛感，经期结

束后，结节则缩小且症状减轻。
在日常生活中，乳腺自查

触诊对于发现结节十分有用，
通过触摸可以感受结节的具体
情况，且能初步辨别良性和恶
性肿瘤性结节。良性肿瘤结节
往往边界清楚、质韧、活动度
佳；恶性肿瘤结节一般单发，边
界模糊不清、质硬、活动度差。
发现乳腺有结节样病变时，同
样需要行B超、活检等检查明
确诊断。

肺部结节

肺结节是一种常在影像学
检查时发现的病灶。矽肺、炎
症、结核、癌症等均可以表现为
肺结节。因此，发现结节时，需
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尽快进
行诊断及鉴别诊断。

肿瘤往往令人闻风丧胆。它
的定义为：机体在各种致肿瘤因
子作用下，因细胞生长调控机制
被打乱所致的细胞异常增生所
形成的新生物，具体表现为在机
体的局部出现异常的组织团块。

事实上肿瘤也有善恶之分，
不同肿瘤具有不一致的良恶性、
细胞分化程度、形态、质地、大
小、颜色。病理学中的“癌”实际
上大多指上皮来源的恶性肿瘤。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让大家
闻风丧胆的“癌症”，含义则更为
笼统，可以描述所有恶性肿瘤，
包括“癌”和间叶来源的“肉瘤”。

不同形态的肿瘤

作为一种占位性的病变，肿
瘤的生长会给机体带来一些并
发症，给人体带来困扰和病痛，
比如：子宫肌瘤增大后可能压迫
膀胱，造成尿频、尿急、尿不尽等
膀胱刺激症；脑肿瘤压迫视神经
所致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肺癌
压迫气管至呼吸困难；肠腔肿瘤
引起肠梗阻和肠套叠等。

肿瘤的转移过程

一般而言，良性肿瘤细胞分
化程度高、生长较慢、不浸润、不
转移，仅在局部表现为压迫和阻

塞等症状。对于恶性肿瘤而言，
它们对于机体具有更加不利的
影响。恶性肿瘤细胞分化程度
低，生长较为迅速，会经由局部
直接蔓延、淋巴转移、血道转移、
播散转移等方式破坏其他器官
组织。此外，恶性肿瘤常伴有溃
疡、出血、穿孔等症状。

恶性肿瘤病人与良性肿瘤
病人往往肉眼可辨——因恶性
肿瘤细胞的迅速生长需要占用
机体大量的营养和能量，病人常
常表现出恶病质的状态。

我们可以发现，息肉、结节、
肿瘤这三种住在我们身体里的

“不速之客”各自有不同的定义，
有不同的症状，代表不同的疾
病，但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息肉和结节是不同形态的
赘生物，它们可以是良性的，也
均可以继续恶变发展为恶性肿
瘤；并不是所有的肿瘤均是恶性
的，有一些良性肿瘤对身体健康
无大碍。因此，并不是身体长出
了息肉或结节就意味着癌症的
发生，也并不是长出了这些“不
速之客”就一定要切掉。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不应该自己吓自
己，遵医嘱、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才是对应之道。

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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