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PV（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种常见

的性传播疾病，目前已经发现 150 多

种 HPV 序列，具有高度的宿主特异亲

和力，人类是它唯一的宿主。HPV 现已

成为威胁人类身体健康的重要危险因

素，提高预防意识并做好预防措施是

降低 HPV 感染风险的有效途径。

HPV 感染的病因
HPV感染具有传染性，通常情况下，

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传播。

直接接触感染  多数感染源来自

HPV 感染的患者，常见皮肤与黏膜直接

接触传播方式为性传播。当与感染 HPV

的患者进行性交或者肛交时，经过生

殖器可能获得接触传播。

间接接触感染  使用了 HPV 感染患

者使用的日常用品，如毛巾、浴巾、

浴盆、坐便器等，或者接触到了已经

受到感染却没有清洗的用品，如衣物

等，将增加感染概率。

医源性传播  HPV 感染患者就诊过

程中，医护人员防护不当，可能造成

医源性传播。如果治疗期间操作不当，

可能出现患者交叉感染的情况。

垂直传播  感染HPV孕妇在分娩时，

新生儿可能通过产道受到感染。

HPV 感染者可能出现的症状
HPV 感染可能引起多种疾病，不同

疾病导致患者出现的症状也有所差异，

具体如下。

寻常疣  寻常疣可发生于全身的任

何部位，以手部较为常见，一般情况

下，呈现灰褐色、棕色或者正常肤色，

但是表面粗糙，质地比较坚硬，多为

黄豆大小。

扁平疣  扁平疣常出现在脸部、手

背部、前臂等位置，呈淡褐色或者正

常肤色，皮损为米粒至黄豆大小的圆

形或者椭圆形，表面光滑、数量多、

分布密集。

尖锐湿疣  尖锐湿疣属于生殖器

疣，一般会出现在肛门以及外生殖器

部位，呈菜花状及鸡冠状，表面凹凸

不平，部分患者还可能伴有白带增多、

阴道瘙痒、阴道疼痛等症状。

外阴鳞状上皮内病变  患者主要表

现为外阴瘙痒或烧灼感、灰白色或粉

红色丘疹、斑块或乳头状皮损等。

阴道、宫颈上皮内病变  患者阴道

分泌物异常增多，可能伴有臭味，在

性接触时可出现阴道出血症状。

降低 HPV 感染的风险
接种疫苗  目前，预防 HPV 感染的

疫 苗 有 2 价、4 价、9 价 三 种， 接 种

年 龄 段 分 别 是 9~45 岁、20~45 岁、

16~26 岁。在接种年龄方面，只要达到

了接种年龄的最低限制，越早接种越好，

此外，最好是在首次发生性生活之后接

种，此时避免感染的效果最好。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养成卫生清

洁的好习惯，洗手时用洗手液进行彻

底清洗，每天用温和的沐浴露洗澡；

定时清洗私处，勤换衣物，能极大避

免私处病菌滋生和繁殖，从而能有效

降低 HPV 感染的风险。

避免危险行为  性接触是 HPV 最常

见的传播途径，避免未经保护的性行

为对降低感染风险至关重要。在没有

做好怀孕准备的前提下，进行性生活

时尽可能使用避孕套做好防护，并做

好卫生清洁工作；初次性接触年龄不

宜过小；保持忠诚和长期的单一夫妻

或男女朋友关系，有助于预防 HPV 的

感染和传播。

树立防护意识  在旅行或者出门游

玩的过程中，需树立防范意识，尽可

能避免接触公共洗浴场所的毛巾、浴

巾等洗浴用品，尽可能选择淋浴代替

盆浴或泡澡；使用公共厕所时，有蹲

便尽量不使用马桶。通过避免物品接

触的方式，能达到降低感染风险的目

的。此外，HPV 可通过皮肤黏膜微小的

破损进入人体表皮，在日常生活中，

尽可能避免出现外伤、摩擦等破坏皮

肤黏膜屏障的情况，一旦出现，尽可

能做消毒处理，也能降低 HPV 感染的

风险。

增强免疫力  增强免疫力也是预防

HPV 感染的重要方式。在日常生活中，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运动习惯，构建均衡的饮食

结构，有助于积极调整身体状态。不

断增强体质的同时，提高身体免疫力，

强健的免疫系统能降低身体受到各种

病毒和感染侵袭的风险。

定期体检和筛查  育龄期女性可定

期进行宫颈细胞学检查和 HPV 病毒亚

型检查，在监测身体健康状态的同时，

有助于早期发现宫颈癌前病变和 HPV

感染。男性群体可以定期开展泌尿系

统检查和病毒亚型检测等，对病毒感

染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具有重要

意义。

总之，HPV 感染是威胁人类健康的

重要危险因素，在日常生活中，不仅

需要树立防范意识，避免危险性行为，

还要定期开展体检和筛查，接种疫苗，

并养成良好的卫生清洁习惯，积极调

整生活方式，增强身体免疫力，能有

效降低 HPV 感染的风险，为自身安全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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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健康问题是

每个家庭都会面临的重要议题。父母时

刻关注着宝宝的身体状况，希望能够为

他们提供最好的护理。然而，婴幼儿时

期常常伴随着一系列的健康困扰，这对

于新手父母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帮助父母更好地应对宝宝的健康问

题，本文将深入探讨婴幼儿时期常见的

健康困扰，提供实用的家庭护理建议，

使您更加从容地迎接这段特殊时期。

消化不良：关注饮食习惯   
婴幼儿期的消化不良问题是许多父

母头疼的挑战之一，常常伴随着食欲不

振、腹胀以及腹泻等令人不安的症状。

这些症状的出现可能源于多种原因，需

要仔细分析和针对性的家庭护理。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宝宝的饮食

习惯。婴幼儿期的宝宝对于不同食物的

消化能力各异，有些食物可能过于复杂

难以消化，导致消化系统的负担加重。

因此，建议父母在宝宝的饮食中引入简

单易消化的食物，逐渐增加复杂程度，

以帮助宝宝的肠胃系统适应。其次，消

化不良可能与宝宝的进食环境和方式有

关。在喂养宝宝时，要确保环境安静舒

适，避免分心因素影响宝宝进食。最后，

采用适当的喂养姿势和方法也是关键。

合理的喂养姿势有助于宝宝更好地咀嚼

和吞咽，减少气体的吞入，从而降低发

生腹胀的可能性。

另外，母乳喂养对于预防和缓解宝

宝消化不良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母乳中

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益生菌，有助于

维护宝宝肠道菌群的平衡，提高抗感染

能力，降低消化不良的发生率。此外，

父母在处理宝宝消化不良问题时，还可

尝试采用一些简单的家庭疗法，如温和

的腹部按摩、适量的运动促进肠道蠕动

等，以促进肠道排气和顺畅的消化过程。

皮疹：了解类型及特点
婴儿的皮肤因为娇嫩，容易受到外

界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各种皮肤性病变，

从而导致皮疹发生。

首先，了解皮疹的类型及特点是关

键。皮疹根据其形状特征一般可分为斑

疹、丘疹、斑丘疹及荨麻疹等。斑疹一

般为局部皮肤颜色变化，不可触及；丘

疹是一种较小的实质性皮肤隆起伴有颜

色改变，见于药疹、猩红热、湿疹等，

表现为皮肤干燥、红肿和瘙痒。斑丘疹

是形态介于斑疹与丘疹之间的稍隆起皮

损，见于风疹、药疹等；荨麻疹又称风团，

是局部皮肤暂时性的水肿性隆起，大小

不等，形态不一，呈红色或苍白色，可

能由过敏引起，表现为红色丘疹和瘙痒，

及时找出过敏原十分重要。尿布疹则常

发生在尿布区域，由湿气和摩擦引起，

应保持皮肤清洁干燥，使用适当的尿布。

其次，预防是关爱宝宝肌肤的重要

一环。选择适合婴儿肌肤的温和清洁用

品，避免使用含有刺激性成分的洗浴液

和洗发水。保持环境通风，避免过热和

潮湿。合理安排喂养，避免过敏性食物，

也有助于预防皮疹的发生。

最后，对于已经出现的皮疹，及时

采取有效的治疗是至关重要的。针对湿

疹，可选择使用特殊的婴儿湿疹霜或保

湿霜，帮助缓解症状。对于荨麻疹需要

寻找过敏原并避免接触，同时可以使用

抗过敏药物缓解症状。而尿布疹则需及

时更换尿布、使用含锌的尿布膏有助于

快速康复。

发热：及时就医及护理
宝宝发热是引起父母担忧的普遍问

题，了解发热的常见原因至关重要。感

染性疾病是最常见的引起发热的原因之

一，包括感冒、流感和耳朵感染等。此外，

疫苗接种后可能出现轻微发热，属于正

常生理反应。

正确测量宝宝的体温是应对发热的

第一步。使用电子体温计在肛门、口腔

或腋下进行测量，但需根据年龄和病情

选择合适的测量方式。要确保测量时宝

宝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以获得准确的

体温数据。

在 就 医 上， 如 果 宝 宝 体 温 超 过

38℃，特别是伴随其他症状，如呼吸急促、

食欲不振等，建议及时就医。对于新生

儿和年龄较小的婴儿，发热可能是严重

感染的标志，应立即就医。在家庭护理

方面，保持宝宝的充足水分摄入是关键。

适当调整室温，确保宝宝穿着适当，以

促进体温的调节。同时，避免使用过多

的退热药物，应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

在宝宝护理的旅程中，我们深入探

讨了消化不良、皮疹和发热的方方面面。

精心呵护婴儿娇嫩的肌肤，了解各类皮

疹特点，有效预防与科学治疗是保障肌

肤健康的关键。同时，针对发热问题，

正确测量体温、及时就医以及家庭护理

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这过程中，深

刻体会到家长的关切与责任。希望通过

本文，父母们能够更从容地迎接育儿挑

战，为宝宝提供全方位的关爱与保护。

让每一个微笑，都是健康成长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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