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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病毒性肝炎，简称甲型肝炎、甲肝，

是由甲型肝炎病毒(HAV)引起的，以肝脏炎

症病变为主的传染病， 主要通过粪 - 口途

径传播(饮食传播)，这是由其病毒特性和传

播机制决定的。 甲肝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

播， 特别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更为常见。

了解甲肝的传播途径和相应的预防措施对

于减少其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介绍甲

肝的传播方式及其预防方法，以帮助公众更

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一、粪 - 口途径传播

1、污染的食物和水：主要通过摄入被甲

肝病毒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在卫生条件较

差的地区， 由于缺乏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

病毒容易通过粪便污染水源，然后再通过水

或食物进入人体。或是食用未充分煮熟的食

物，尤其是海鲜，如生蚝、蛤蜊等，更容易被

甲肝病毒感染。

2、日常生活接触传播：在家庭、学校、托

儿所等人群密集的地方，甲肝病毒容易通过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尤其是当有人患有

甲肝而未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时，这种接触

包括直接的手口接触或通过污染的物品，如

餐具、玩具等。 健康的人触摸到被甲型肝炎

病毒污染的物品，甲型肝炎病毒会随着食物

进入人体，从而导致健康的人被感染。

二、血液传播

1、输血或血制品：在医疗条件较差的地

区，如果未对血液进行严格的筛查，病毒可

能通过输血或使用污染的血制品传播。

2、针具共用：吸毒者共用针具也可能导

致甲肝传播。此外，共用注射针头、共用牙刷

或剃须刀、针灸、器官移植等，也有可能传播

甲肝病毒。

三、母婴传播

1、妊娠晚期传播：母婴传播在甲肝中相

对较少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特别是在妊娠

晚期，感染了甲肝病毒的孕妇可能通过胎盘

将病毒传给胎儿。 这种情况虽然比较常见，

但一旦发生，可能会对新生儿的健康造成严

重影响。 因此，孕妇在怀孕期间应特别注意

个人卫生和饮食安全， 避免感染甲肝病毒。

如果孕妇在妊娠晚期确诊为甲肝，应及时与

医生沟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减少对胎

儿的风险。

2、 分娩过程中的传播： 在分娩的过程

中，患有甲肝的母亲也可能通过产道将病毒

传给新生儿。 虽然这种传播途径较为罕见，

但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 仍需要引起重

视。 产妇在分娩前应进行甲肝病毒的检测，

以便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以确保新生儿的

健康。 产后护理过程中，也应加强对新生儿

的观察和护理，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的感染

症状。

四、预防措施

1、食品和饮用水卫生：避免食用生的或

未充分煮熟的食物，尤其是海鲜。 处理食物

时应注意卫生，生熟分开，彻底清洗和煮熟

所有食物。 外出用餐时，选择卫生条件良好

的餐厅，尽量避免路边摊和卫生条件不佳的

地方。 饮用水应经过适当的处理，如煮沸或

使用经过认证的净水设备。在旅游或生活在

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时，特别要注意水源的

选择，尽量饮用瓶装水或经过处理的水。

2、 个人卫生：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尤其是在饭前便后、处理食物前后、照顾

病人或处理大小便后，应用肥皂和清水彻底

洗手。使用洗手液或含酒精的手消毒剂也是

有效的方法。避免与他人共用餐具、毛巾、牙

刷等个人物品，以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 在

公共场所，尽量使用一次性用品或自备个人

用品。

3、疫苗接种：甲肝疫苗是预防甲肝最有

效的方法。 疫苗通常在儿童时期进行接种，

但未接种过疫苗的成年人，特别是计划前往

高风险地区的人，也应考虑接种疫苗。 疫苗

接种后， 身体会产生对抗甲肝病毒的免疫

力，有效预防感染。一些高风险人群，如医护

人员、食品行业从业者、托儿所工作人员、以

及前往甲肝高发地区的旅行者，应特别注意

接种甲肝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

4、公共卫生措施：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

应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如污水处

理系统、饮用水供应系统等，以减少甲肝病

毒的环境传播。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确保市

场和餐饮行业遵守卫生规范。并加强健康教

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甲肝传播途径和预防

措施的认识。 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普及甲肝

相关知识，鼓励公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

健康生活方式。

总之，甲肝通过粪 - 口途径、血液传播

和母婴传播等途径广泛传播，但通过合理的

预防措施可以有效控制其传播。确保食品和

饮用水的安全、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接种甲肝疫苗以及改善公共卫生设施，都是

有效预防甲肝的重要措施。希望本文的介绍

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甲肝的传播途径和

预防措施，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自

身和家人的健康。

（作者单位：广西贵港市港北区人民医院）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和奥美拉唑的药物使用指南

□

王治华 李建华

在现代医学中， 胃肠道疾病是常见的健

康问题。 为缓解胃酸分泌过多导致的胃溃

疡、胃食管反流病等问题，法莫替丁钙镁咀

嚼片和奥美拉唑被广泛应用。 本指南旨在介

绍这两种药物的基本信息、使用方法、副作

用及注意事项，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使

用这些药物。

一、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

基本信息：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是一种

抗酸药，主要成分包括法莫替丁、钙和镁。 法

莫替丁是一种 H2 受体拮抗剂， 通过抑制胃

酸分泌来缓解症状，而钙和镁则通过中和胃

酸起到辅助作用。

使用方法及副作用：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

片通常用于短期缓解胃酸过多导致的不适

症状。建议在饭前 30分钟或出现症状时咀嚼

服用。 其副作用包括头痛、腹泻、便秘和口

干。 较少见但严重的副作用可能包括心律不

齐、肌肉疼痛和严重的过敏反应。

注意事项：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不适用

于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不适用于对

本品过敏的患者，不适用于有吞咽障碍的患

者。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的说明书中指出，

其连续使用不得超过 7 天，若胃痛等症状未

缓解或消失， 请咨询医师或作进一步检查。

肝功能不全患者应慎用。 法莫替丁主要由肾

脏排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应慎用。 12 岁以

下儿童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孕妇及哺乳期

妇女亦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本品不要与其

他制酸剂或抗酸剂合用。

二、奥美拉唑

基本信息： 奥美拉唑是一种质子泵抑制

剂，通过抑制胃壁细胞中的质子泵，显著减

少胃酸分泌。 它常用于治疗胃溃疡、十二指

肠溃疡和胃食管反流病等。

使用方法及副作用： 奥美拉唑一般在早

晨空腹服用，推荐剂量通常为每天一粒 20mg

胶囊。 治疗周期根据病情不同，可持续数周

到数月，具体用药时间应遵循医嘱。 其副作

用包括头痛、腹痛、恶心和腹泻。 长期使用可

能增加骨折风险，特别是老年患者。 此外，可

能会引起维生素 B12吸收障碍。

注意事项： 奥美拉唑不应长期连续使

用，除非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长期抑酸可

能会导致胃内细菌繁殖增加，进而诱发胃肠

道感染。 需注意药物相互作用，特别是与华

法林、氯吡格雷等药物合用时，可能会影响

这些药物的代谢。 对奥美拉唑过敏的患者应

避免使用。

三、两种药物的比较与选择

作用机制与疗效：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

和奥美拉唑在作用机制上有显著不同。 法莫

替丁钙镁咀嚼片通过 H2 受体拮抗剂和中和

胃酸的双重作用快速缓解症状，适合短期应

急使用，优势在于起效快，能迅速缓解胃酸

过多引起的不适。 奥美拉唑则通过抑制质子

泵减少胃酸分泌，效果持久，适用于需要长

期控制胃酸分泌的患者，如慢性胃食管反流

病患者。 其主要优势在于强效抑制胃酸，能

有效治疗长期胃酸引起的疾病。 法莫替丁钙

镁咀嚼片和奥美拉唑可以一起服用，被称为

"奥卫疗法 "。 这种方法在临床上用于应对 "

夜间酸突破 " 现象， 即晚上 22:00 至次日 6:

00之间胃酸反弹。奥卫疗法一般在早餐前 40

分钟服用奥美拉唑，夜间睡前服用法莫替丁

钙镁咀嚼片，结合使用可在 24小时内稳定胃

酸，同时增加钙、镁，减少骨折及低镁症的风

险。 当前国内的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主要是

"仕卫 "，与奥美拉唑联用，可以减少副作用，

增强疗效。

使用方便性：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因是

咀嚼片，使用方便，适合随时随地快速缓解

症状，无需水服，适合突发胃酸过多时使用。

奥美拉唑需定时服用，通常在早晨空腹时使

用，使用上需更有规律。

安全性与副作用：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

的副作用较轻，但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需谨慎

使用，以避免镁积聚。 患者应注意监测电解

质水平，避免长期或过量使用。 奥美拉唑长

期使用可能影响骨密度和维生素吸收，需在

医生指导下使用，特别是老年患者和长期服

用者， 应定期检查骨密度和维生素 B12 水

平，以预防副作用。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不

仅解决奥美拉唑的夜间酸突破问题，联合用

药实现 24小时胃酸稳定， 且添加钙和镁，有

效降低长期服用拉唑类胃病患者因服药引

起的骨质疏松和低镁血症的风险。 低镁血症

是一种潜在危害的情况，通过法莫替丁钙镁

咀嚼片能够有效预防。

总之， 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和奥美拉唑

是治疗胃酸相关疾病的有效药物。 患者在选

择时，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病情特点和

医生的建议来决定。 无论选择哪种药物，都

需注意正确的使用方法和可能的副作用，避

免长期滥用，确保用药安全和疗效最佳。

（作者单位：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儿童急性喉炎的常见症状和预防措施

□

熊吕平

儿童急性喉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

病，主要由病毒感染引起，常见于秋冬季节。

本文将从儿童急性喉炎的常见症状、 预防措

施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儿童急性喉炎的常见症状

1、声音嘶哑：声音嘶哑是儿童急性喉炎

的一个显著标志。由于声带的炎症和水肿，孩

子的声音会变得沙哑， 甚至出现完全失声的

情况。 这种声音的变化通常在疾病的初期就

非常明显， 家长们应该留意孩子的声音是否

突然变得异常。此外，孩子在哭泣或大声说话

时，声音嘶哑的症状可能会加重，家长应注意

避免让孩子过度使用嗓子，以减轻声带负担。

2、咳嗽：急性喉炎的典型症状之一是咳

嗽，尤其是夜间咳嗽更加明显。咳嗽通常表现

为干咳，有时会听到类似犬吠的咳声，这种独

特的声音很容易辨认。咳嗽在夜间会加重，可

能导致孩子睡眠质量下降。 家长可以通过适

当提高孩子头部的枕头高度， 缓解夜间咳嗽

的频率和强度。此外，保持室内空气湿润也有

助于减轻咳嗽症状。

3、呼吸困难：由于喉部的炎症和肿胀，儿

童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 特别是

在夜间，孩子可能会发出喘息声，甚至出现呼

吸急促的情况。 这种呼吸困难是由于喉部狭

窄导致的，家长应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状态。

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 需及时就医

以避免病情加重。同时，家长可以通过保持孩

子的呼吸道通畅， 避免让孩子平卧等方式来

减轻呼吸困难的症状。

4、发热：发热是儿童急性喉炎的常见症

状之一，通常体温会在 38℃到 39℃之间。 发

热是身体对抗感染的自然反应， 通常会伴随

其他症状一起出现。 家长应注意监测孩子的

体温， 并根据医生的建议适当地进行物理降

温或药物治疗。高热容易导致孩子脱水，适时

补充水分可以帮助缓解症状。

5、流涕和喉咙痛：由于病毒感染，儿童急

性喉炎可能还会伴随流涕和喉咙痛的症状。

这些症状会使孩子感到不适， 并可能影响他

们的饮食和休息。 家长可以通过提供温暖的

饮品和柔软的食物，减轻喉咙痛的症状。对于

流涕的症状，家长应帮助孩子经常擤鼻涕，保

持鼻腔清洁，防止鼻涕倒流引发进一步感染。

二、儿童急性喉炎的预防措施

1、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卫生习

惯是预防急性喉炎的重要基础。 家长应教导

孩子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特别是在外出回家

后、饭前便后等关键时刻。 洗手时，应使用肥

皂和流动的水， 确保洗手时间不少于 20 秒，

以有效去除手上的细菌和病毒。此外，家长还

应定期清洁孩子经常接触的玩具和物品，减

少接触传播的机会。

2、避免接触感染源：在流感高发季节，家

长应尽量避免带孩子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

所，如商场、电影院等，以减少感染的风险。如

果家中有人患有呼吸道感染疾病， 应尽量避

免与患病者密切接触， 并保持家居环境的清

洁和通风。家长还可以为孩子佩戴口罩，特别

是在公共场所或接触病患时， 以进一步降低

感染的几率。

3、增强免疫力：增强孩子的免疫力是预

防各种感染性疾病的关键。 家长应为孩子提

供均衡的饮食， 确保他们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此外，也应

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和适量的运动。 合理的

户外活动和适度的阳光照射， 有助于促进孩

子的身体健康和免疫系统的发育。

4、及时接种疫苗：家长应按照医生的建

议， 按时带孩子接种相关疫苗， 如流感疫苗

等。家长应了解疫苗接种的时间表，并在医生

的指导下进行接种，以确保孩子的健康。

5、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在秋冬季节，室内

空气干燥且流通不畅，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

家长应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定期通风，使

用加湿器保持空气湿度， 避免孩子长时间处

于干燥的环境中。定期清洁空调和加湿器，防

止细菌滋生。 同时，避免室内吸烟，以减少空

气中的有害物质，保护孩子的呼吸系统健康。

6、合理穿衣：根据天气变化，为孩子合理

增减衣物，保持适宜的体温，有助于增强抵御

疾病的能力。 家长应注意不要让孩子穿得过

多或过少，以防止着凉或过热。特别是在季节

交替时， 家长应根据天气预报及时调整孩子

的穿衣， 确保孩子在活动时感到舒适而不过

热或过冷。

总之， 了解儿童急性喉炎的常见症状和

预防措施，有利于家长保护孩子的健康。及时

发现并处理症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

接触感染源，增强免疫力，以及合理的疫苗接

种和室内环境管理，都是有效的预防手段。

（作者单位：江西省儿童医院）

甲肝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 卓惠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