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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 当心诺如病毒的超强感染力
10～100个病毒粒子即可使人致病

□本报记者 林颖

元宵过后，幼儿园和中小学陆续开学，面对马上开始的集体生活，省疾控中心和医生们纷纷提醒，目
前正值冬春季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季，当心诺如病毒感染引起不适！

就在上周，福建卫生报健康大使、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儿科李国凯副主任医师门诊碰到一名诺如病毒
感染的1岁患儿。和家人在餐厅吃完饭，孩子回家后就出现多次呕吐症状。家人见状，忙带孩子去了省
妇幼保健院儿科治疗。由于孩子一直呕吐，大便未排，李国凯接诊后先让孩子用了开塞露通便，后大便病
毒检测确诊为诺如病毒感染。通过口服补液治疗，孩子的症状逐步好转。

感染后不可一次口服大量补液盐02

病毒界的“百变星君”，传染性极强03

面对传染性极强的诺如病
毒，李国凯提醒大家，一定要养成
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不喝生水，饮用煮沸的开水
或选择卫生合格的桶装水，生吃
瓜果要洗净，牡蛎等贝类海产品
必须充分加热煮熟后再吃。

保持良好的手卫生。保持良
好的手卫生是预防诺如病毒感染
和传播的最有效措施，饭前、便
后、加工食物之前要用肥皂和流
动水洗手，消毒纸巾和免洗手消
毒剂不能代替洗手。

由于婴幼儿抵抗力弱，应避
免带去人群密集场所就餐。

患病期间最好居家隔离。特
别是食品加工者、护工、幼儿园保
育员等从事服务类工作的患者，
应立刻脱离工作岗位，居家隔离
休息至症状消失后 2 天，方可恢
复工作。其间患者不要去做饭或
照顾婴幼儿。

如果家中有人感染了诺如
病毒，呕吐或腹泻后，记得按照
正确的方法，及时消毒被污染的
家具、地板和衣服——先洒上含
氯消毒液（医用酒精无效），用
纸巾、抹布等遮盖物覆盖30分钟
再清理。

“不少人认为诺如病毒感染后
会不停拉肚子，其实儿童患者与成
人患者的症状有区别，成人以腹泻
为主，儿童则以呕吐居多，之后可
能也会出现腹泻。”

诺如病毒发病时间短，突发突
止，临床表现通常持续 48 至 72 小
时，大多数恢复后无后遗症。出现
腹泻的感染者粪便呈黄色稀水便，
每日数次至十数次不等，无脓血与
黏液。可伴有低热、咽痛、流涕、咳
嗽、头痛、肌痛、乏力及食欲减退，
且易并发脱水。

此病常被误认为食物中毒，区
别在于食物中毒者只通过食物传
播，食物的分布与病例分布一致，
而且明显的是不食者不得病。而
诺如病毒主要是粪—口传播，如食
用被污染的食物、水和饮料，或接
触污染物体后没洗手，不幸的是手
又接触到口…又接触到口……目前研究表明，和
患者亲密接触患者亲密接触，，比如照顾患者、与

患者患者分享食物或共
用 餐用 餐 具 、飞 沫 散

播播 等 途 径 ，即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传 播
是 更 普 遍
的 传 播 方
式。

感染者常被误认为是
食物中毒

对于诺如病毒目前尚无
特效的抗病毒药物，一般也不
需使用抗菌素。

如果出现呕吐、腹泻、发
热，主要是靠对症治疗或支持
疗法，推荐在每次腹泻和呕吐
后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如
果孩子小于6个月，每次补充
50ml，6 个 月 ~2 岁 ，每 次
100ml，2~10 岁，每次 150ml，
注意新生儿及有明显呕吐、腹
胀、休克、心肾功能不全的患
儿不宜使用口服补液盐。”

李国凯同时提醒家长，要
注意不可一次口服大量补液
盐，以免导致反射性呕吐。因
为胃脏是肌肉性器官，多次呕
吐又没有进食的情况下，易使

胃肌肉痉挛，当大量摄入液体
时，会使胃快速扩张造成呕
吐。最有效的方法是每 1~2
分钟反复少量口服补液盐，逐
渐增加补液体积，几小时后很
快就会纠正脱水状态。

如果孩子病情严重，尤其
是婴幼儿及体弱少尿不能进
食者，应及时输液，纠正水电
解质、酸碱平衡失调。

除了补充口服补液盐外，
还要注意调整患者饮食，停止
进食高脂肪和难以消化的食
物，以减轻胃肠负担，可补充
维生素和电解质支持治疗。

在护理患病婴幼儿时，要
注意勤换尿布，加强臀部护
理，避免红臀及溃破。

诺如病毒是感染性极强
的病毒，要知道，一次呕吐可
排出数以亿计的病毒粒子。
而诺如病毒粒子只需要10～
100 个就可以使人致病。病
毒通过气溶胶在空气中弥散，
造成聚集性的疫情暴发。

最 新 一 个 研 究 ，根 据
2020年深圳市龙岗区报告的
一起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暴
发疫情资料，建立 SEIAR 模
型，对诺如疫情隔离、停课及
呕吐物处置效果进行分析，结
果本起疫情在无干预情况下，

持 续 4 天 ，人 群 感 染 率 为
97.38%。

“和流感一样，它每年都
有暴发事件发生，但是比流感
更糟糕的是，目前还没有针对
它的疫苗。由于诺如病毒基
因多样且变异性高，可谓是病
毒界的‘百变星君’，人一生中
可多次被感染。”李国凯提醒，
在症状消失后的2天内，患者
身上携带的病毒仍有强传播
力，此时最好不要去人群聚集
处，以免造成再次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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