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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小翔 通

讯员 陈雨虹）近日，“诺如病

毒”频上热搜。记者从多家医

院了解到，冬春交替之际，不

少老年人被呕吐和腹泻等症

状折磨得苦不堪言。

在浙江医院三墩院区，高

峰时段每天有二三十人确诊

被感染，其中年龄最小的仅出

生 3 天 ，年 龄 最 大 的 超 过 百

岁。前几天，百岁老人颜大伯

在晚餐中吃了冰箱里拿出来

的冷盘后持续呕吐，腹泻不

止。家人将其送往医院急诊。

“一般诺如病毒在体内存

活一周左右，但我们发现，高龄

或者超高龄老人病程可能会更

长。”浙江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王洪主任表示，住院期间，老人

一直处于阳性状态，直到一个

月后，病毒才从体内消失。

诺如病毒感染后的潜伏

期短，最短 12 小时，最长 72 小

时，通常 2 天内就会发病。出

现呕吐、腹泻等急性胃肠道症

状，还会出现发热、畏寒、头

痛、肌肉酸痛等。多数轻症患

者发病后无需治疗，症状消失

后居家休息两三天即可康复。

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是否

有 预 防 措 施 可 降 低 感 染 风

险？专家表示，若家中出现诺

如病毒感染者，作为切断传播

途径的有效措施，做好消毒对

预防家庭内交叉感染尤为重

要。诺如病毒感染患者居家

隔离期间，应避免与家庭其他

成员密切接触及共用餐饮具

等日常生

活 用 品 ，

尽量使用专用

厕所或者专用便

器。尽量不要喝生水，

吃生的食物。如水果、蔬菜要

洗干净，其他的生食尽量煮熟

饮（食）用。最好用流水洗手，

拿肥皂或洗手液至少冲20秒。

与诺如病毒感染相比，流

感和普通感冒消化道症状不

明显。在区分这些疾病时，主

要依据患者症状表现。不久

前，中国疾控中心发文指出：

诺如病毒没有疫苗、没有特效

药。市面上，哪些药物可以治

疗？王洪表示，抗生素对于诺

如病毒引起的腹泻和感染并

无直接治疗作用。蒙脱石散

等止泻药物，可用于感染后的

止泻治疗。因此，不建议患者

自行购买和使用这些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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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肚子，选好药，选药

也要有诀窍”，几句广告语，

让大家熟知了一款肠胃药

——泻立停。这款药已被

国家药监局“叫停”。

日前，国家药监局官网

发布关于注销颠茄磺苄啶

片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停

止颠茄磺苄啶片在我国的

生产、销售、使用，注销药品

注册证书。北京医院药学

部主任药师金鹏飞表示，泻

立停里所含的磺胺类和颠

茄类成分，相对来讲，安全

性并不很高，且不良反应也

较多。“比如磺胺类成分，可

引起包括过敏反应、消化系

统不适、肝肾功能损伤、血

液系统异常等多方面的副

作用。” 据杭州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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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乐雨 通

讯员 张弛 厉小园）近日，藏

族著名歌手安多洛桑因病不

幸离世，年仅 39 岁。据其专

辑发行公司工作人员证实，其

是因为糖尿病和肺部结核病

情恶化。

结核病又称“痨病”，是由

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呼

吸道传染病。肺结核的早期

症状可能包括咳嗽、咳痰、午

后潮热和夜间盗汗。浙江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杭州市红十

字会医院）结核外科的钟方明

副主任医师提醒，如果咳嗽持

续两周以上，应尽快就医检

查，以排查结核病。延误治疗

可能导致各种并发症。

钟方明表示，老年人是肺

结核的高发群体。而成人结

核病发病有大约 15%是由于

糖尿病引起，糖尿病不仅是结

核病发病的高危因素，也是导

致结核病预后不良的重要原

因。很多研究表明结核病合

并糖尿病不仅导致结核病治

疗结果不佳、结核病复发率升

高，还会增加死亡风险以及其

他不良后果。此外老年人免

疫力逐渐降低，经常忽视慢性

咳嗽等结核病症状，这也使得

不少老年人患上结核病后，并

没有得到及时治疗。

做好肺结核预防工作，老

年人需要在密集场所主动佩

戴口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劳逸结合，适量运动，居住

环境定期通风。糖尿病患者

要更加注重前期的筛查与诊

断，调整饮食结构，选择低糖、

高蛋白、高纤维的食物，必要

时可进行预防性抗结核治疗。

糖尿病+肺结核 39岁他就走了

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

研制出一款舒适且可清洗

的智能睡衣。据研究团队

介绍，这款智能睡衣能以

98.6%的准确率识别出不同

的睡眠状况，同时忽略正常

的辗转反侧等睡眠动作。

而且，智能睡衣经过特殊的

上浆处理，不仅提高了耐用

性，还能放洗衣机中清洗。

为了发这款睡衣，团队

设计出一种基于石墨烯的

传感器，能精准分析用户睡

眠期间的呼吸情况，识别出

鼻呼吸、口呼吸、打鼾、磨

牙、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和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6 种

睡眠状况。 据《科技日报》

智能睡衣可监测
睡眠中出现的状况

健康2025.2.28 星期五
编辑：戴虹红 电话：0571-85311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