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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铁路两侧是展示美丽鄞州建设成果
最直观、最形象的生活走廊和生态走廊，也是交
通安全、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的难点所在。为提
升交通干线和城市道路品质形象，近期，鄞州开
展“两路两侧‘三化一平’”专项整治行动。

该区聘请第三方开展“人机结合”的巡查
模式，全面排查道路、铁路沿线问题点位，重点
聚焦种植绿化和垃圾清理、违法建筑拆除、违
法广告清除、处治乱堆乱放等脏乱差问题。通
过深入细致排查，共发现违建拆除类、垃圾清
理类和环境提升类三类问题点位共218个。

针对此类现象，本次行动重拳出击，坚
决拆除两路两侧私搭乱建违法建（构）筑物
及其附属物，目前已拆除甬莞高速、甬台温
高速和杭甬高速沿线两侧违法建筑51处，

共计2万余平方米。
针对城区人行道隔离设施设置不合理、

车辆无序停放、乱挖乱掘等问题，由执法、园
林、市政部门共治共管，释放被附属设施和
车辆占用的人行空间，根治铺装破损、树穴
拱起等道路病害，累计完成人行道铺装修复
3306平方米，盲道、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
整改192处，隔离设施拆除31处，隔离警示
标识维修147个，树穴整治336处。

整治行动大力提升“两路两侧”绿化水
平和道路路面平整度，确保路域环境、路况
质量显著改善，为举办精彩、难忘、绿色、节
俭的亚运盛会、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加
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提供坚实支撑。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陈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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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检测出阳性
往往全家“中招”

幽门螺杆菌
这件事

今天来仔细说说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致癌物清单参考，幽门螺杆菌

（感染）被列入一类致癌物清单。近日，美国将幽门螺杆菌慢性
感染列为明确致癌物。

另一方面，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幽门螺杆菌的平均感染率
在58%左右。医学专家表示，从临床看，90%的胃癌和幽门
螺杆菌相关。

不过，也不用谈幽门螺杆菌而色变，专家也说了，从幽门
螺杆菌感染到胃癌发生，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幽门螺杆菌
会先引发胃炎，然后导致萎缩、肠化、不典型增生，进而发展到
早期胃癌。问题的关键是，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一定要及时
治疗，切断传播链条。

●幽门螺杆菌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一
家人长年一起吃饭，很可能通过唾液、餐具和
食物等传播，因此，往往造成一人阳性，全家

“中招”。

●感染幽门螺杆菌≠一定会得胃癌，但幽
门螺旋杆菌是导致胃癌的罪魁祸首之一，90%
的胃癌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因此，杜绝幽
门螺杆菌感染是预防胃癌的重中之重。

●必须规范治疗，否则很容易产生耐
药。要全家一起治疗，一个人检测出幽门螺
杆菌阳性，全家人都要进行检测。

不过，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般不建
议治疗；14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进行幽门螺
杆菌检测。

●幽门螺杆菌“躲”在胃里，杀死幽门螺
杆菌需要多种药物联合使用，所以，就算牙膏
添加了一点东西，也没办法“杀死”或“抑制”

“预防”幽门螺杆菌。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古细菌，它
的存在可以追溯到 58000 多年
前，人类非洲祖先的消化道中就已
经有了它的身影。它也是目前所
知能够在人的胃中生存的唯一微
生物种类。遗憾的是，它不是一种
共生菌，对人体是有害的。

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各
个地区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概率
有明显差异，平均感染率为58%
左右。

来自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

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该医
院共进行碳14呼气检查4043例，
检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1400例，
检出率为34.6%。

记者从宁波多家市级医院了
解到，从体检数据看，幽门螺旋杆
菌检出率均明显低于58%的这一
全国平均水平。

宁大附院消化内科专家表示，
幽门螺杆菌感染发病率的高低与
社会经济水平、人口密集程度、公
共卫生条件有较密切的关系。

我国平均感染率在58%左右，宁波的数据要低一些

“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后，这种
菌会先落户在胃下部靠近幽门处，
所以被取名为幽门螺杆菌。”中国
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
第二医院）消化疾病诊疗中心副主
任、内镜中心主任石定介绍，有时，
在内镜下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幽
门螺杆菌感染过的地方，胃窦部分
粘膜发红，和没有感染的胃体泾渭
分明，像被一道界线清晰地分割
开。

胃酸具有消灭致病微生物的
作用，是抵御致病微生物入侵的一
道屏障，幽门螺杆菌为什么能在胃
里生长繁殖呢？

石定介绍，胃里的胃酸会杀死

细菌，幽门螺杆菌能产生尿素酶来
保护自己。尿素酶可以将胃内的
尿素分解成氨和水，在幽门螺杆菌
周围形成一朵朵“氨云”。幽门螺
杆菌就“躲”在“氨云”里，慢慢繁殖
壮大。

石定说，从临床情况看，感染
者的性别差异不大，年龄大的感
染率相对高一些，最明显的感染
特点是家庭聚集。家庭中，一个
人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其他家
庭成员往往也都是阳性。这主要
是因为，幽门螺杆菌主要通过消
化道传播，一家人长年一起吃饭，
比较容易通过唾液、餐具和食物
等传播。

一人检测出阳性，往往全家“中招”

“有口气是感染了幽门螺杆
菌”“流口水肯定是感染了”……这
些坊间流传的说法靠谱吗？

“口气、流口水这些不能作为
判断标准。”石定说，感染幽门螺杆
菌后，部分患者没有任何症状，部
分患者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比如
上腹痛、腹胀，上腹不适，还可能出
现反酸、嗳气，食欲下降、体重下降
等。

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021年的统计数据来看，34.6%
的检出率表明，每3人就有1人是
幽门螺杆菌阳性。既然幽门螺杆
菌的感染率这么高，是不是没必要
治疗？

石定表示，这是个错误认识。
他列举了几组数据，来说明治疗的

重要性：
首先，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
清单初步整理参考，幽门螺杆菌
（感染）出现在一类致癌物清单
中。近日，美国将幽门螺杆菌慢性
感染列为明确致癌物。

其次，从临床看，90%的胃癌
和幽门螺杆菌相关，九成以上的十
二指肠溃疡和绝大多数的胃粘膜
相关性淋巴组织淋巴瘤（MALT）
均由其引起。

此外，除了肿瘤，随着幽门螺
杆菌感染的加重，还会出现其他胃
部疾病。

因此，一旦查出幽门螺杆菌阳
性，一定要及时治疗，切断传播链
条。

90%的胃癌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

很多人在体检中，都有碳14
呼气测试（幽门螺杆菌检查）这一
项目，这也被称为幽门螺杆菌检查

“金标准”。
受检者需空腹3个小时，用温

开水完整口服一颗胶囊，静坐15
分钟后向专用的呼气卡中吹气留
取样本。

胃里有幽门螺杆菌的话，在呼
气时，会将胃里的氨气呼入试剂
中。检查结果阳性则说明胃里感
染了幽门螺杆菌。根据感染程度
的不同，可以分为轻度、中度、重度
等级别。

为什么说呼气检查是“金标
准”呢？石定表示，这是相对内镜
活检而言。

内镜医生在做胃镜时，一般会
取标本做幽门螺杆菌检测。如果
胃部有腐烂、溃疡等，就从这些病
变的地方取标本，而常规的取样则
是从胃下部距幽门3厘米-5厘米

的地方取材做活检。取标本的时
候，如果没有取到幽门螺杆菌“躲
藏”的位置，那就检查不出来了。

因此，一般来说，呼气检查结
果是阳性，说明肯定感染了幽门螺
杆菌，阴性则没有。内镜检查结果
是阳性，说明肯定感染了，但内镜
检查阴性，不能说一定没有感染。

另外，为了不影响呼气检查结
果，受检者要遵医嘱规范呼气，有
以下情况可需要提前向医生说明：

1.近期服用过抗生素、铋剂、
质子泵抑制剂等幽门螺杆菌敏感
药物，可能影响诊断结果，检测前
4周请停用此类药物。如有服药
史，要向医生说明。

2.上消化道急性出血可使幽
门螺杆菌受抑制，因此，应在消化
道出血停止1周以后再进行检测。

3.胃切除手术可能造成同位
素从胃中快速排空，会影响检查效
果。

碳14呼气测试是检测“金标准”

幽门螺杆菌在河水中可
存活至少3年，在自来水中
也能存活4-10天。除非采
取主动干预措施，幽门螺杆
菌感染难以自行消除。

采访中，多位消化科专
家建议，应当进行全民普查，
最起码应该对接受过胃部手
术、有过胃病或有胃癌家属
史的人进行全面的幽门螺杆
菌检查，并对感染者进行杀
菌治疗。

38岁的徐女士就受益
于杀菌治疗，她在复查后感
慨：“医生，没想到，吃了2周
的药，我胃里的肿瘤消失
了。”

徐女士时常觉得上腹部
不适，有饱胀感，而且频繁打
嗝，2个月前她到国科大华
美医院消化内科就诊。石定
通过胃镜检查发现，徐女士

的胃体里有一处1.5厘米×2
厘米的溃疡性病变。检查
后，徐女士被确诊为幽门螺
杆菌阳性和MALT淋巴瘤。

“MALT淋巴瘤是一种
低度恶性瘤，幽门螺杆菌感
染治愈后，MALT淋巴瘤也
会随之自愈，不需要额外去
做手术等处理。”石定说。

接下来的2周，徐女士
遵医嘱服药，通过“四联法”
杀菌，隐痛、饱胀等症状逐渐
缓解，直至消失。

停药后4个月，徐女士
复查，听到好消息：幽门螺杆
菌阴性，已被根治；胃镜下看
不到病变。

徐女士说：“虽然当时医
生告诉我那是低度恶性瘤，
但总归还是比较担心的。不
治疗的话，也会进展、恶化。
现在就放心了。”

用药2周，胃部直径2厘米的肿瘤消失了

有过治疗经历的市民常
常会遇见幽门螺杆菌无法杀
死的问题，往往是吃了一段
药，再检测还是阳性。

今年50多岁的王女士
几年前通过胃镜检查，检出
幽门螺杆菌阳性，胃部还有
局部肠化表现，医生建议她
进行杀菌治疗。让她郁闷的
是，经过了3个周期的杀菌
治疗，药吃了不少，但一直无
法根治。

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
医院消化内科的省级幽门螺
杆菌规范化诊治门诊，医生
为她进行了幽门螺杆菌培
养，看看到底她体内的幽门
螺杆菌到底对哪种杀菌药敏
感。通过培养结果，医生为
她选择了合适的杀菌药。治
疗后复查，她的幽门螺杆菌
检测终于变成了阴性。

“常用的幽门螺杆菌杀
菌药物有10余种，一般医生
都是通过经验来为患者选择

药物种类，但每个地区的人
适合的药物不尽相同，个体
之间也有差异。一般来说，
初次治疗的患者经过10天-
14天的规范治疗后，85%-
90%的患者能得到彻底根
治。因此，首次治疗的规范
性尤其重要。”宁大附院消化
内科主任医师胡桂梅介绍，
在门诊常常遇到幽门螺杆菌
杀菌治疗后无效的患者，其
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没
进行规范治疗，比如没有按
时服药、有漏服的情况，二是
出现了耐药性。

医生提醒，幽门螺杆菌
比较“顽固”，必须规范治疗，
否则很容易产生耐药性，进
而导致之后的治疗更加困
难。如果一次杀菌治疗后没
有效果，必须间隔3个月-6
个月再进行治疗，否则细菌
的耐药性没有完全消除，会
使得第二次的治疗效果大打
折扣。

反复杀不完？规范治疗的同时还要全家治疗

由于幽门螺杆菌的易传染
性，医生强调，一人检出幽门螺
杆菌阳性，全家人都要检测。如
果家庭里有其他成员阳性，治疗
的时候需要一起进行，否则很容
易通过同桌吃饭而感染。

因此，在门诊中，常有患者
询问，自己幽门螺杆菌阳性，家
里的孩子要不要也来检测？如
果阳性，是不是也要一起治疗？

“目前多数消化内科专家建
议，要及时对幽门螺杆菌进行
治疗，而且年纪越轻，治疗获益
越大。不过对于18岁以下的未
成年人来说，一般不建议治
疗。”宁大附院消化内科副主任
缪敏说。

另外，缪敏表示，儿童幽门
螺杆菌的感染率低于成年人，且

儿童感染后在成长过程中有免
疫清除情况。也就是说，即使感
染也可能被自身的免疫系统清
除，因此，不建议14岁以下的儿
童做幽门螺杆菌检测。不过，如
果未成年人有消化性溃疡和
MALT淋巴瘤的，则必须进行幽
门螺杆菌的杀菌治疗。

此外，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
胃癌发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幽门螺杆菌会先引发胃炎，然后
导致萎缩、肠化、不典型增生，进
而发展到早期胃癌。而对于70
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根除幽门
螺杆菌的治疗药物，会增加不良
反应的风险。因此，老年人是否
需要进行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
需到正规消化门诊进行“获益-
风险评估”，再进行处理。

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一般不建议治疗

对于市场上宣称可以“杀
死”或是“预防”“抑制”幽门螺杆
菌的牙膏，石定说：“杀死幽门螺
杆菌需要多种药物联合使用，靠
牙膏里添加点东西就能做到？
肯定不现实。”

据了解，抗幽门螺杆菌牙膏
的概念，与过去对这一病菌的错
误认识有关。上世纪90年代，
医生在患者的口腔中也检出了
这一病菌。

而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专
家发现，只有少数感染者的口腔
内有幽门螺杆菌，且活性不高。

这些“少数分子”可能是随胃酸
反流来的“匆匆过客”。而我们
治疗中要对付的，其实是胃内的
幽门螺杆菌，口腔里的那点细
菌，甚至连“跑龙套”都算不上。

怎么避免自己被幽门螺杆
菌“侵袭”？

石定介绍，普通的开水等消
毒手段无法杀死该病菌，需要用
到专业的消毒设备。另外，聚餐
时使用公筷公勺，是最简便且有
效的防护手段。

记者 王颖 孙美星
通讯员 郑轲 朱依琼

对抗幽门螺杆菌，牙膏来凑啥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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