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生艾滋病高危行为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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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高危行为是指容易引起艾
滋病毒感染的行为。根据艾滋病的传播
途径，具体的高危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无保护的性行为（包括同性和异性性行
为）、多性伴、注射吸毒、输入未经抗体
检测的血液或血制品、使用消毒不严格
的针具、职业暴露、母婴传播等。发生高
危行为后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

对于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健康人来
说，可以通过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
防止被感染，即暴露后预防。这需要在医
生的指导下，必须在暴露后的72小时之
内开始干预，越早越好，每提前一个小时
服药都会更加有效地预防被感染。需要
连续服药28天才能达到效果。如正确给
药，但不能100％有效预防。因此，还是要

注意避免高危行为，不要依赖“后悔药”。如
不确定自己的感染状况，并且在最近72小
时内出现过高危行为，应当尽快到艾滋病
定点医院感染科咨询。

怀疑有艾滋病毒感染风险，不要恐
慌，可到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艾
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通过咨询专业人
员，在充分知情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
自愿接受检测及相关转介和延伸服
务。如选择使用艾滋病检测试纸自测，
必须过了病毒感染窗口期（从感染到人
体内出现能被检测到的抗体这段时
间），使用才有意义。在大部分感染人
群中，窗口期为 2 周—6 周不等。也就
是说，高危行为发生后的两周内，反复
进行试纸检测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正

规的艾滋病检测试纸均具有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可查询到的生产批
号，是比较“靠谱”的初步筛查选择，但
并不能作为诊断依据。如果试纸初筛
为阳性结果，就需要尽快前往正规医
疗卫生机构进行确证实验及其他必要
的检测，以明确感染情况。

XBB毒株如何预防
是否主要攻击肠道

张伯礼院士就6个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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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点一：
新毒株特点是什么？

目前，国内有境外输入XBB.1.5毒
株的报道，但仅在极少数入境隔离人员
中检出，尚未在社会面上造成本土传
播。

从国外研究数据看，相较于 BQ.1
毒株和先前的BA.5毒株，XBB.1.5毒株
的传播速度更快。纽约的一项研究显
示，从发现毒株到达到30%的毒株感染
比例，BQ.1毒株用了 26天，而XBB.1.5
毒株仅用了17天。

XBB.1.5与同族的毒株不同，它有
一个额外的关键突变F486P，使其具有
更高的人ACE2受体结合亲和力，免疫
逃逸能力更高。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RNA病毒，因
病毒的遗传物质为单链 RNA，结构不
稳定，变异频率较高，在今后还可能会
变异。

关注点二：
新毒株致病力如何？

根据现有的研究数据，XBB毒株的
致病力与其他亚系相当。新加坡去年
10月至 11月的XBB疫情高峰，并没有
带来明显的死亡人数高峰。根据新加坡
政府 2022年 10月 14日发布的信息，没
有证据表明XBB比以前的变异株更具
有致病力。甚至与BA.5毒株相比，XBB
的住院风险降低了30%。

2022年 10月 27日，世界卫生组织
发表声明，认为截至当前，没有数据支
持XBB导致疾病的严重程度与BA.5存
在显著差异。当前没有证据表明 XBB
毒株的致病力较其他毒株增强，也没有
证据显示XBB毒株对胃肠道和心血管
系统具有特殊的致病力。感染XBB亚
型毒株的症状仍以呼吸道症状为主，主

要包括发热、鼻塞、咽痛、头痛、疲劳等，
与BA.5毒株的症状类似。

关注点三：
新毒株是否会引起二次感染？

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概率主要与
人体免疫水平、病毒株变异，以及后期
个人防护有关。目前，XBB毒株和我国
流行的BA.5有所差异，随着感染BA.5
后一段时间，人体免疫水平下降，遇到
免疫逃逸能力强的新毒株，再感染的风
险会一定程度增加。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在新冠
病毒感染后，人体免疫系统已在发挥作
用。当前临床观察，感染后3个月到6个
月内发生新冠病毒二次感染的概率还
是比较低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在短
时间内再次感染风险比较小，且感染后
的症状通常比第一次轻微，但也有个别
报告症状会加重。

关注点四：
新毒株是否主要攻击肠道？

部分感染了新冠的患者确实会出
现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从国外的报
道来看，XBB毒株也同样可能造成腹泻，
但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并没有出
现更常见或更严重的迹象。XBB毒株还
是以侵犯呼吸道为主，因而“XBB主要
攻击肠道”的说法并不准确。

感染新冠后出现腹泻的原因有很
多，可能是因病毒感染肠道，引起了病
毒性肠炎；也有可能是病毒产生的毒素
诱发了胃肠功能紊乱；还有可能是药物
引起的腹泻。新冠病毒感染造成的腹泻
通常比较轻微，一般不需要药物治疗，
短期内就能自行缓解。如果腹泻严重，
则应补充丢失的液体和电解质，通常口
服补液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而不是盲
目服用止泻药、抗菌药。

关注点五：
新毒株该如何预防？

对抗新冠病毒的“主力”是自身免
疫力，因此，囤药不如囤“好身体”。调整
好身体状态，注意休息，适量多饮水，多
吃新鲜水果蔬菜，保证营养的摄入，保
持良好的情绪，提高机体免疫力。

对于新冠康复者，疫情期间预防二
次感染最好的办法，仍是落实好防护措
施，包括戴口罩、注意手部卫生、勤通
风、保持社交距离等，特别是对老年人和
儿童“阳转阴”患者，应当保暖、尽量少聚
集、保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营养饮食，
增强免疫力，降低再次感染风险。

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者出现的一
些持续性症状还需要积极干预，近三年
来的诊疗经验表明，用中药、针灸、推拿
等，能够促进患者愈后，改善乏力、气短
等症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促进治愈
者的身心恢复到较好的状态也有助于预
防二次感染。

关注点六：
新毒株引发二次感染怎么办？

如出现再次感染，一定要首先分清
“复阳”与二次感染。“复阳”发生在转阴
后 2周至 3周内，患者一般无明显临床
症状，主要是体内残留病毒片段在排出
过程中被检测出的阳性，一般没有传染
性；而二次感染一般发生在首次感染后
数月至一年内，相当于一次新的感染，
一般有临床症状出现，并且病毒核酸载
量较高，具有传染性。

“复阳”患者无须再治疗，注意休
息，合理膳食和营养即可。二次感染的
患者则需再次进行规范治疗，并严格做
好个人防护，做好自我隔离，注意对家
人、同事的保护，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

据新华社

日前，武汉一名19岁的小伙子
在河里抓螃蟹时，不小心被螃蟹夹
住了手。小伙子非常气愤，一气之下
把螃蟹腿咬碎，没想到竟染上了肺
吸虫病。

什么是肺吸虫病
肺吸虫病是一种主要由肺吸虫感

染导致的疾病。当人体感染肺吸虫之
后，肺吸虫会在身体中穿梭从而对脏
器造成损伤，导致出现发热、炎症以及
脏器损伤的相关表现。如病情严重，当
肺吸虫寄生在肺部时，还会出现相关
肺部损伤的症状，比如胸闷、咳铁锈色
痰等症状。

想要确认是否被肺吸虫感染，
需要在痰液图片中找到肺吸虫卵，
或者是做病理切片找到虫子或虫
卵。

人是如何感染肺吸虫的
肺吸虫都是人吃进体内之后才

感染的。生螃蟹中寄生着一种叫肺
吸虫的寄生虫，肺吸虫和它的虫卵
还存在于川螺、卷螺等螺内及溪水
中，进食未加工或者半熟的生螃蟹、
螺类或者饮用了未煮沸的山泉水、
溪水，都可能感染肺吸虫导致肺吸
虫病。

肺吸虫在虾和蟹的体内主要是
以囊蚴（肺吸虫的幼虫侵入到虾蟹
体内后，虫体外会被分泌物逐渐包
裹形成一个封闭的囊，幼虫寄居其
中）存在，根本不会在水中游走，通
过微波清洗机也不会将其轻易地清
洗出来，更不会让你肉眼看到。

如何预防肺吸虫病
医生提醒：不要吃生的食物。

人体对于肺吸虫没有免疫力，只
要吃到含有肺吸虫的囊蚴就可能
被感染。就算已经痊愈，下次再
吃到囊蚴同样有可能被感染，摄
入量越多，对于脏器的损伤越大。
大家尽量不要生食肉、鱼、虾蟹。生
食淡水鱼虾可能导致肝吸虫病，生
吃蟹可能导致肺吸虫病，生吃福寿
螺可能导致管圆线虫病，生吃猪肉
可得囊虫病。如果不慎误食生螃蟹，
饮用未加工的溪水而出现不适，就
应及时就医。注意海产品的来源，不
吃一切不明来源的食品。拒绝食用
醉虾、醉蟹、糟蟹等食物，吃水产品
时，一定要彻底加热。厨房的菜刀、
案板等厨具一定要生熟分开，避
免虫卵或者幼虫交叉感染。有些
虫卵很可能附着在衣服或者门把
手等物品上，因此，平时要注意个人
卫生，饭前便后注意洗手。

据《长江日报》

抓河蟹不小心
被螃蟹夹住手

一口咬碎蟹腿
竟染上肺吸虫病

近期，奥密克戎新变种XBB毒
株引发各方关注。中国疾控中心近
日发布信息称，我国短期内XBB系
列变异株引发大规模流行的可能
性低。那么，这一新毒株的特点是
什么？致病力如何？会否引起二次
感染？是否主要攻击肠道？该如何
预防？引发二次感染怎么办？针对
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新华社记者
独家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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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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