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科学、避免恐慌。焦虑、紧张、

恐慌等不良情绪会影响消化道功能，进而

影响全身抵抗力，故要保持身心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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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通过粪便传播？《医师报》专访陈胜良教授 ：

警惕病从口入  预防新冠肺炎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蔡增蕊

慢 性 肝 病 包 括 慢 性

乙 肝、 慢 性 丙 肝、 酒 精

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

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

肝等，需要对患者进行

长期管理。

在 抗 疫 期 间， 慢 性

肝病患者不仅要做好新

冠肺炎的预防工作，还要

做好肝脏的保养。近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佑安医院肝病免疫科韩

莹对慢性肝病患者在疫

情期间的肝脏保养提出

以下建议：

坚持服药

患者应提前计划好对

于慢性乙肝、慢性丙肝这

类需要坚持服用抗病毒

药物的患者，一定要坚持

服药。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

文要求，疫情防控期间，

慢病处方用药量放宽至 3

个月。为避免交叉感染风

险，肝病患者可在具有处

方药销售资质的正规平台

购药。

加强营养饮食

建 议 患 者 忌 酒， 不

要给肝脏“雪上加霜”。

饮 食 以“ 营 养 易 消 化”

为 原 则； 严 密 注 意 饮 食

卫 生， 忌 食 生 冷 及 刺 激

性强的食物；不可过饱，

忌 暴 饮 暴 食； 适 量 摄 入

蛋 白， 如 瘦 肉、 鱼 类、

禽 蛋 蛋 白（少吃或不吃

蛋黄）。

积极调节情绪

不 良 情 绪 容 易 加 重

病 情。 疫 情 期 间， 肝 病

患者需要学会调节自我

情 绪， 采 取 积 极 的 生 活

态度。

患者应正确认识、对

待疫情，减轻精神压力，

保持心情愉快。

适度运动  增加免疫力

建议患者适度运动，

尤其是脂肪肝患者，在低

脂饮食基础上应适度增加

运动量，避免内脏脂肪囤

积。运动应讲究循序渐进、

个人能耐受的原则，切忌

突然运动过量，避免运动

造成机体损伤。

因 疫 情 条 件 限 制，

患者应尽可能进行室内运

动。如果进行户外运动，

应尽量避免与人群接触。

避免劳累

劳 累 会 加 重 慢 性 肝

病，不利于肝病恢复，人

体免疫系统也会受损伤，

不利于新冠肺炎、流感的

预防。

疫情期间，慢性肝病

患者要保持良好的生活

规律，不要熬夜、过度劳

累等。

定期检查

肝病患者应尽可能减

少就医次数。就诊前，患

者应先了解就诊流程，避

开就医高峰时段，减少在

医院停留时间；就诊过程

中，患者应尽量与其他人

保持 1 米以上距离，接触

医院内的设施或物品后应

及时洗手。

主动监测体温和异常

症状，如出现发热、咳嗽、

咽痛、呼吸困难、胸闷、

乏力、恶心、腹泻、肌肉

酸痛、结膜炎等可疑症状，

应立即告知社区医生，并

按要求到就近定点医疗机

构就诊。

新冠病毒对我国的公

共卫生构成重大威胁，最

新研究显示，新冠病毒进

入人体细胞的受体是ACE2

蛋白，与 SARS 病毒进入

人体细胞毒受体相同。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发表

ACE2 蛋白相关研究，发现

胆管细胞高特异性表达新

冠病毒受体 ACE2，而肝细

胞则表达很低，表明新冠病

毒患者出现的肝损伤或为

病毒直接与 ACE2 阳性胆管

细胞结合致胆管功能障碍，

或是治疗药物引起的毒副

作用，而非病毒直接与肝

细胞结合引起。（bioRxiv

预印本，2 月 4 日在线版）

研究者提示，需注意

新冠肺炎患者的肝反应，

尤其是与胆管细胞功能有

关的肝反应。对于出现肝

功能异常的新冠肺炎患者，

需要进行特别护理。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

研究所发现，在某些新冠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的粪便中

检测出2019-nCoV核酸阳性，

提示粪便中很可能有活病毒存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研

究发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性

肺炎（新冠肺炎）后，患者并

非一定首先表现为发热和呼吸

系统症状，还存在消化系统等

症状。

新冠病毒是否会通过消化

系统传播？如何识别感染新冠病

毒后的消化系统症状？是否可以

通过加强消化系统健康对抗新

冠病毒？……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新

型肺炎与消化系统间的联系逐

渐揭开面纱，二者的关系既困

惑着大众，也成为疫情防控的

重要环节。《医师报》特邀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陈胜良教

授做出详细解答，并就疫情防

控提出专业建议。

陈胜良教授表示，“消化

系统可能是新冠病毒传播的新

渠道，这一发现对疫情的科学

防控、精准施策有重要意义。

消化系统健康对预防新型肺炎

也有重要作用。”

从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患

者的粪便中检测出新冠

病毒核酸阳性，说明新

冠病毒或有可能存在于

粪便中。陈胜良教授表

示，这提示消化道本身

也可能是传播途径，也

有可能是新冠病毒首先

进入呼吸道，然后又通

过血液进入消化道。除

了熟知的呼吸道传播外，

粪便中的新冠病毒也可

以通过身体接触、进食

等方式进入体内，再经

由血液定植于呼吸道，

再通过飞沫传播等方式

传播病毒。“总的来说，

消化道也可能是新冠病

毒 的 一 种 传 播 渠 道。”

陈胜良教授说。

面 对 疫 情， 除 了 要

关注呼吸道症状、做好呼

吸系统防护外，还要注意

消化道症状（如腹泻、恶

心呕吐等），阻断消化道

传播，加强饮食健康。陈

胜良教授强调，“在阻断

消化道传播方面，对于疑

似人群或风险携带人群，

居家隔离时应采取防护措

施，如分餐、分厕或分区

等。在进入公共场所、饭

前便后，或接触门把手、

开关按钮等需要手指操作

的东西时，一定要注意勤

洗手！”

首先出现消化系统症

状的“非典型”新冠肺炎

患者，表现为就诊时无发

烧、咳嗽等呼吸系统典型

症状，仅以消化系统症状

为首发表现，如轻度纳差、

乏力、精神差、恶心呕吐、

腹泻等。这类“非典型”

患者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

隐性传染源，不仅需要加

强自我隔离，也提示大众

对于消化系统症状须加强

警惕。

“ 针 对 预 防 新 型 肺

炎，若在出现消化系统

症状的同时具备流行病

学直接或间接接触特点，

必须到有疫情排查能力

的医疗机构进行筛查。”

陈胜良教授强调。流行

病学特点包括，有疫区

接触史，疫区来往人员

接 触 史， 聚 餐、 乘 坐 公

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合

出入经历，尤其是伴有

发热的情况下，必须立

即就医。

若无以上情况，陈胜

良教授建议患者不必过度

恐慌，盲目就诊，可以先

居家对消化系统症状进行

常规对症治疗，并进行隔

离观察。

《黄帝内经》有云

“肺与大肠相表里”，

体 现 了 呼 吸 系 统 与 消

化系统的密切关系。陈

胜良教授表示，增强消

化 系 统 健 康 可 以 提 高

人体抵抗力，为预防新

型肺炎发挥积极作用，

并提出以下简单、实用

的建议：

消化道或为新冠病毒传播渠道

慢性肝病患者疫情期自我管理六大建议
肝功异常的新冠肺
炎患者需特别护理

加强警惕消化道症状

增强消化系统健康
可预防新型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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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律饮食、注意节律。疫情期间，许

多人因为居家隔离，从而进食增多。在家

更要注意进食、排便的规律，给消化道工

作和休息的时间；

3
注意饮食卫生。采购食品时要注意隔

离传染源，加工食品时要仔细清洗和消毒；

荤素搭配、均衡饮食。饮食不能偏食，

食谱经常变换，营养要全面；2

不能暴饮暴食。进食过多加重消化道

负担，会影响呼吸系统的清理功能，甚至

导致全身抵抗力下降；
4

充分睡眠、规律起居。6

扫一扫  阅读全文

陈胜良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