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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台州06

我市肺结核发病率逐年下降

记者从台州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市肺结核防治工

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疫情呈逐年下降趋势，至2020年
已经下降到 41.45/10万，每 10万人中发病数比 2019年
减少3.14人，距离浙江省遏制结核病行动计划（到2022
年把发病率下降到40/10万以下）又接近了一步。

近年来，为有效控制结核病疫情，降低肺结核发病

率，提高结核病患者治愈率，我市结核病防治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建立了由疾控机构规划管理、医疗机构报告

转诊、定点医院诊治、社区医疗机构随访管理的“三位一

体”综合防治服务模式，完善了结核病发现、治疗、管理

的无缝衔接机制。

市疾控中心重点疾病防制科科长常玥介绍，近几

年，我市平均每年新发确诊肺结核病患者有2000多例，

9成多患者经规范治疗后均可恢复健康。

给耐药肺结核患者解决后顾之忧

结核分枝杆菌是一种很容易产生耐药的细菌，所以

治疗时需要多种药物联合使用，患者要在结核病专科医

生指导下规范用药，疗程一般为6-8个月。

大部分患者治疗 2-3周后，症状就会缓解或消失，

有些患者以为没事了，擅自停药，等症状再次加重后重

新用药。这种间断性用药，最大的危害是造成耐药。

我市从2013年年底开始实施耐多药结核病防治项

目，在2014年，从耐药高危人群中筛查出27个耐药肺结

核患者。

自 2017年起，我市逐步推行利用分子生物学检测

技术筛查耐药患者，至今筛查范围已扩大到所有肺结核

患者，出报告单的时间从两个多月缩短至一周内甚至一

天，大大提高了检出效率。

据统计，2020年，全市确诊耐药肺结核患者 49人。

2014年至今，累计登记管理的耐药肺结核患者已有370
多人。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小，但每个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

的人都知道，要想终结肺结核，最难的就是对耐药肺结

核患者的管理。

常玥说，耐药肺结核的治疗周期延长至 20-24个
月，对于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经济能力都是巨大考验。而

且，耐药肺结核患者还是慢性传染源，健康人一旦被他

们传染，直接就是耐药肺结核。

如果耐药肺结核患者规范治疗，整个疗程下来治疗

费用保守估计需要10多万元，有些患者迫于经济压力，

中断治疗。为了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从 2017年起，我市

把耐药肺结核病和普通肺结核病划入特殊病种，参保患

者在门诊治疗也可享受住院治疗同等报销待遇，报销比

例达 70%以上，且不设起付线。临海、温岭、天台等 6个
县市为耐药肺结核患者设立了当地财政专项补助经费，

患者经过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还可享受一定补助。这

些举措大大减轻患者诊疗负担，提高了患者治疗的依从

性。

耐药肺结核治疗时间有望缩短一半

肺结核患者服药期间会出现副作用，有的人副反应

大，难以坚持，中断治疗的患者中不少人都面临这个问

题。

常玥提醒，肺结核只有坚持用药、治疗满疗程，才能

达到治愈效果。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下

降、皮肤瘙痒等情况，如果副反应严重可在结核病专科

医生指导下调整治疗方案。

这些年，治疗手段在不断进步，普通肺结核的治愈

率已经达到90%以上，耐药肺结核的治愈率也在逐步提

高。关于肺结核诊疗的最新进展是，耐药肺结核的治疗

疗程可缩短至18-20个月，符合一定条件的患者甚至可

缩短至9-11个月。这就意味着，耐药肺结核患者如果能

坚持规范治疗，幸运者只需要原来的一半时间就能恢复

健康。

咳痰、咳血两周以上要及时筛查

肺结核的典型症状是咳咳咳，如果发生咳嗽、咳痰

两周以上，或有咯血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接受痰检

和胸片等检查，以明确诊断，及时治疗。

肺结核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染病，据世卫组织估

计，世界人口中每4个人里就有1人感染结核分枝杆菌，

当人体免疫力低下时，就可能发病。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增强免疫力的最好方法，如果感

觉近期免疫力下降，要及时调整，出现长时间咳嗽后注

意筛查肺结核。

记者 林樱 通讯员 许圆圆/文 陈静/图

咳痰、咳血两周以上要及时筛查肺结核

肺结核可防可治
我们的目标是终结它

体重增加又爱喝酒，
小心脂肪肝！

台州市中心医院肝胆胰脾血管外科

主任医师金冲/讲述 潘敏超/整理

3月 18日是全国爱肝日。2000年前后，我国

乙肝、丙肝、脂肪肝等肝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全国

爱肝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的。近年来，脂

肪肝发病率不断升高，且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

已超过病毒性肝炎成为我国第一大肝病。那么如

何预防脂肪肝呢？

脂肪肝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内

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是一种常见的肝脏病理改

变。一般可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

两大类。如果肝内脂肪蓄积超过肝重量的 5%或

是肝细胞 50%以上有脂肪变性时，就可以称为脂

肪肝。

引起脂肪肝的常见病因有很多。其中酗酒、

肥胖、糖尿病引起的脂肪肝较为多见。其他病因

包括快速减肥、营养不良、服用某些药物、妊娠、

遗传以及某些其他疾病引起。多数的脂肪肝患者

是没有症状的，特别是早期，仅仅可能会有劳累、

食欲增加、喜爱油腻食物等表现，容易被忽略。但

脂肪肝和病毒性肝炎一样，发展下去容易导致肝

纤维化、肝硬化，甚至是肝功能衰竭和肝癌，也容

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冠心病和中风的发病

风险。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健康杀手”。

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个病都是中老年人才会

得，其实不然，现在年轻人患脂肪肝的情况也越

来越多。我在门诊中见过 20多岁的年轻脂肪肝

患者，其体重接近 200斤，平日里熬夜，爱吃油腻

食物、喝碳酸饮料，不吃早饭；也见过 30岁不到

的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经常在夜宵摊上吃烧烤、

喝酒。

我相信这是现在许多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写

照。其实，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是预防脂肪肝最重

要最有效的措施。建议大家合理饮食，做到粗细

搭配，营养均衡，控制脂肪摄入。同时要少喝酒，

酒精对肝损害很大。另外可以加强运动，每周规

律运动，避免久坐少动。体重和腰围的减少，是预

防和治疗脂肪肝最为有效的手段。

一般而言，脂肪肝属可逆性疾病，早期诊断

并及时治疗有机会恢复正常。若发现自己有脂肪

肝的相关症状，可

及时到医院检查。

特别是体重较重

人群，最好定期进

行体检。

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促进健康。

解读：

人类所患的许多疾病都与环境污染有很大的

关系。无节制地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是造成环境

恶化的根源。每个人都有爱护环境卫生，保护环境

不受污染的责任。

要遵守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遵守讲求卫生

的社会公德，自觉

养成节约资源、不

污染环境的良好习

惯，努力营造清洁、

舒适、安静、优美的

环境，保护和促进

人类健康。

通讯员 谢文军

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

我国的宣传主题是“终结结核流行，自由健

康呼吸”，寓意是，影响我们肺部健康、阻碍

你我自由呼吸的传染病，不止有新冠肺炎，

还有肺结核。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

常见的慢性传染病。除了头发和指甲外，身

体任何其他部位，如淋巴结、骨骼、关节、皮

肤等都可以被结核分枝杆菌侵犯，但最常

侵犯的部位是肺部，称为肺结核。

过去的一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

了重大成效。对于肺结核，我们还需加倍努

力，才能尽早迎来终结结核流行、自由健康

呼吸的那一天。

疾控专家提醒，患有肺结核，一定要早

治疗，否则不仅会影响自身健康和生命，还

可能传染给身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