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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INFECTIOUS DISEASE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张声

生教授表示，西医发病机

制尚未阐述清楚，给幽门

螺杆菌（HP）感染的治

疗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而

中医药以其独特的理论体

系，对病因病机上做了详

细的阐述，大量的临床研

究表明，中医药对 HP 感

染的治疗有较好的疗效，

显示出中医药治疗 HP 的

前景。

执笔“国家重要新药

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过程中，

张教授认为中医药治疗特

色和疗效评价对 HP 治疗

有重要意义，中西医整合

在消化系统疾病中大有可

为。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

门医院脾胃科刘绍能教授

指出，中医治疗 HP 感染

性胃病，其优势在整体调

节，提高机体自身免疫力，

达到“阴平阳秘”，并且

部分中药对 HP 有直接的

抑杀作用，在辨证施治的

原则指导下，合理配伍达

到清除 HP 的作用。

刘教授指出，实践证

明，单味及复方中药不仅

在清除 HP 方面取得较好

疗效，而且在改善病灶的

病理和临床症状方面也取

得了较好的疗效，且副作

用小，值得进一步推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

西医结合科张学智教授表

示，中医重视整体，辩证

施治是治本。西医重视针

对局部微观病理变化是治

标，标本同治是中西医整

合的新途径。

同济大学、上海分子

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郜

恒骏教授表示，HP 感染

生物样本库对转化医学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到

转化，首先要有科学发现，

而来源于对生物样本研究

的科学发现，样本这个源

头就极其关键，如果样本

采集、管理等没有标准化、

质量有问题，那么研究的

结果就不会正确。因此，

标准化生物样本库的建设

是成功开展转化医学的关

键源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成虹教授指出，基于我

国 HP 感染率高、常规方

案根除率低、HP 感染的

复发和再发、交叉感染等

一系列问题。“第五次全

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

识”就 HP 根除治疗后是

否需要进行根除判断相关

检测这一问题进行重点强

调，既往共识中没有强调

这一点。

成教授指出，新共识

专门将这一点列为共识陈

述内容，推荐根除治疗后

应当进行细菌状态评估，

以判断病人是否成功根除

HP。总之，新共识推荐在

HP 根除治疗后一定要进行

根除判断检测，以便指导

下一步诊疗措施。

大会主席、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消化内科胡伏莲

教授指出，对于 1 年内按

“共识”中的铋剂四联方

案治疗失败至少 3 次以上

（包括 3 次）的患者，可

归为难治性幽门螺杆菌感

染，必须首先对患者进行

“个体化整体评估”，作

为经验治疗的依据，是治

疗策略的选择原则。对于

难治性幽门螺杆菌感染

必须实施个性化治疗，

所谓个体化治疗是针对

每一个体的具体情况“辩

证施治”，以合适的方

案，在合适的时间，给

予患者效果最好的治疗。

胡教授强调，不仅要治

HP，而且要治疗与 HP

相关的“病证”。

对于 HP 感染患者要

采用标本兼治、分阶段

治疗的方法。个体化判

断患者是否必须治疗，

什么时候进行，什么药

物最合适等。总之，要

以合适的方案，在合适

的时间，给予患者疗效

最好、副作用最小、标

本兼治的治疗方案。抗

HP 个体化治疗也是实现

精准医疗的必由之路。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

院消化内科王江滨教授指

出，对于老年人群来讲，

虽然根除 HP 的最佳时机

是在胃黏膜尚未发生萎缩

前，但研究显示，部分经

过根除治疗的老年患者仍

使胃黏膜组织学评分得到

改善。

对于患儿来说，发生

于儿童时期的 HP 感染，

虽说经过几十年演变可能

导致慢性进行性胃黏膜病

变，尤其在老年时期常表

现的更为突出，考虑到儿

童 HP 感染发生严重疾病

的风险低，除非疾病所必

需，否则不推荐对 14 岁

以下儿童常规检测 HP。

王教授指出，对于特

殊人群来讲，根除 HP 有

助于降低抗血小板药物诱

导的胃黏膜损伤和某些胃

肠外表现，但根除期间应

密切地关注不良反应。

HP 根除治疗失败的

主要原因是抗生素耐药、

宿主基因多态性以及患者

的依从性不好。北京军区

生物诊断与治疗中心李丁

教授指出，有效治疗和控

制 HP 感染的关键在于针

对患者的情况进行个体化

治疗，而实现个体化治疗

的前提是快速准确的检测

HP 的耐药性。

胃微生态和人体有

着密不可分的互利共生关

系，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张建

中教授介绍，他的研究团

队对 HP 感染动物模型进

行菌群结构多样性及其代

谢产物分析，通过对标本

测序分析菌群结构，并平

行分析代谢产物的含量。

由此可见，良好的微生态

研究模型对拓展 HP 防治

研究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

化内科刘玉兰教授指出，

近几年随着高通量测序技

术和宏基因组学的发展和

运用，越来越多的胃内微

生物被鉴定。因此，需要

重新认识胃的微生态。针

对根除 HP 治疗中发生的各

种不良反应，刘教授表示，

根除治疗是否会对胃肠道

微生物群产生影响，这种

影响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

这些问题有待对胃肠微生

态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大连医科大学微生

态学教研室袁杰利教授表

示，临床营养微生态治疗

是重建肠道微生态的重要

手段，可重建肠道微生态

平衡、修复肠道屏障功能、

防止肠源性感染。而且，

这种疗法是通过调节人体

肠道菌群的自然变化发挥

作用，更趋于自然，更有

利于患者的康复。

病证施治
个体化开启幽门螺杆菌防治新篇章

胃肠微生态研究
破解幽门螺杆菌防治的钥匙

尽管中西医目前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方法都各不相同，但由

于它们的作用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的健康。打破中西医

的理论隔阂，对中西医的理论主体进行整合有着深远意义。

诸多前沿技术唱主角的时代，HP 感染的治疗仍然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和难点。国内外研究者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建设具有

HP 临床数据库，建立 HP 诊治临床路径成为研究热点。

HP 治疗的用药的种类、剂量都在不断攀升 , 但 HP 的根除率

没有相应的越来越高 , 反而是 HP 耐药越来越多。导致该困局的原

因在于，目前抗 HP 治疗缺乏个体化、精准化。

人类健康与微生物群息息相关，它们与宿主相互作用、互相

依赖、共同进化，形成动态稳定的微生态系统，其中胃肠道是目

前研究最多、包含微生物最广、功能最强大的微生态系统。

8 月 25 日举行的“全国幽门螺杆菌治疗中西医整合共识意见讨论会”进行了

5个部分18个临床问题的讨论，胡伏莲教授对4个部分17个临床问题进行了阐述，

中西医整合前提下，借鉴中医的传统理论和辨证经验，强调个体化治疗，提出“难

治性幽门螺杆菌感染”中西医整合处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张声生教授对中医部

分进行了阐述，提出中医辩证论治方案，与会专家针对每个具体的临床问题及方

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进行了书面的意见反馈，将在会后进行总结发布。

【共识意见讨论会召开】

与会专家领导合影 共识专家讨论会

中西医整合在幽门螺杆菌治疗中大有可为 前沿聚焦  领跑消化系统疾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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