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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高校结核病防治
需持续加强

23 日上午，福州大学青春广
场人头攒动，一场以“你我共同努
力 终结结核流行”为主题，围绕
结核病防治的宣传活动在这里举
行（下图），主办方通过文艺表演、
游戏互动、有奖问答、结核病防治
知识展示等方式，宣传普及结核
病科普知识，吸引了不少大学生
驻足观看。

据了解，结核病是伴随人类历
史最长的传染病之一。人类与结
核病进行抗争是一个漫长过程。
近年来，在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的领导下，福建省结核病防治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对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全省结核病疫情下降仍较
缓慢，群众对结核病知识的知晓水
平还不高，结核病防治工作任重而
道远。”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成员、副主任，省疾病预防控制
局局长张国安在现场致辞中指出，
在学校，聚集性疫情偶有发生，学
校并不是结核病发生的净土，学校
特别是高校的结核病控工作需要

持续加强。
多年来，福建省卫生健康委

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共推百千万志愿
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进
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志愿
者活动上规模、上水平，深入持续
开展活动，切实将结核病防治知
识带入千家万户。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
任郑奎城指出，虽然“谈痨色变”
的时代已经过去，但结核病仍然
是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全球性公
共卫生问题。他呼吁大家行动起
来，加大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防
治力度，加快落实终结结核病流
行的各项措施，积极探索耐多药
结核病治疗，早日实现“终止结核
病流行”的目标。

探因：结核病为何难治？
“耐多药”是最大难关

今年26岁的小刘是一名归国
留学人员，2023 年 7 月，小刘在留
学 期 间 出 现 反 复 发 热 ，最 高 达
39.5℃，伴咳嗽及活动后气促等症
状，在当地确诊为肺结核并接受
抗结核治疗后，症状稍有好转。
但是后续小刘病情再次复发且出
现利福平耐药。

2023 年 12 月，小刘回国后慕
名来到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结核
科就诊。

接诊的郭志平副主任医师考
虑小刘年龄较轻，于支气管镜下
为小刘行左主支气管狭窄环电针
切开、球囊扩张及冷冻治疗等镜
下操作后，小刘支气管结核明显
好转，活动后气促缓解，肺部喘鸣
音也消失。目前，她仍在医院随
访中。

“临床中像小刘这样出现利
福平耐药及耐多药的患者并不
少。”郭志平介绍，针对敏感肺
结 核 而 言 ，目 前 治 疗 成 功 率 较
高，均在 90%以上，绝大部分患
者经规律治疗基本可痊愈。而
利福平耐药及耐多药肺结核福
建全省治疗成功率 60%，福建省
福州肺科医院结核科治疗成功
率略高。

据了解，结核病的治疗时
间很漫长，普通肺结核需要 6 至 8
个月，耐多药结核需要 18 至 24 个
月，广泛耐药则需要36个月，随便
停药或未遵医嘱服药会导致耐药
的情况更加恶化，使治疗方案更
加复杂。

郭志平分析，结核病患者出
现利福平耐药及耐多药肺结核主
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部分原因是诊断延迟的
问题，很多患者是一线抗结核方
案治疗无效时再进一步检查，这
个治疗过程要花费1~2个月时间，
导致疾病诊断延迟。

另一个原因就是明确诊断
后治疗费用及药物不良反应的
问 题 ，耐 药 结 核 治 疗 至 少 需 要
3~4 种药物联用，二线抗结核药
物 价 格 较 昂 贵 ，且 不 良 反 应 较
一 线 抗 结 核 药 物 多 ，不 少 患 者
由于经济原因和不能耐受药物
不 良 反 应 停 药 导 致 治 疗 失 败 ，
而这部分治疗失败的患者如果
不注意便可传染给身边人，出现
恶性循环。

他提醒，患者在最初确诊结
核病症后，应及时地进行抗结核
治 疗 ，遵 从 医 嘱 且 坚 持 规 律 用
药，不可自行停药，以免产生耐
药，接受规范化治疗才能更快速
地收获临床治愈效果。

举措：结核病防控模式不
断完善 福建推进无结核社
区建设

家住龙岩市连城县莲峰镇的
李爷爷今年70岁，6年前他在连城
县总医院确诊肺结核，对疾病的浅
显认知让他并不想治疗。

如何才能提高像李爷爷这样
的患者治疗的积极性和依从性，做
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呢？

连城采取了“三位一体”的全
程化管理模式。乡镇卫生院负责
识别可疑患者、初步筛查和督导
服药；县医院负责疑似患者筛查、
诊疗、门诊随访；县疾控中心负责
宣教、追踪、管理。经过连城县疾
控中心和莲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一年多的努力，李爷爷
从果断拒绝到委婉拖延，最后接
受治疗。

“如果依然坐诊式地等着患者
主动上门，我们要实现终结结核病
流行目标难度非常大。”福建省疾控
中心结核病防治所所长林淑芳介
绍，在福建，像李爷爷这样的患者有
很多。

他们对肺结核的危害性和传染
性了解较少，治疗的主动性、依从
性欠佳，治愈信心不足，导致不愿
服药、自行中断治疗等行为较为常
见。“要实现既定目标，需要创新手
段、综合施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关口前移。”

2022年，中国疾控中心公布了
创建无结核社区行动方案，拟通过
创建无结核社区示范点，探索无结
核社区的创建路径，为实现终结结
核病流行目标提供实践经验和科
学参考。

“无结核社区是指在一定时
期内，社区常住人口结核病发病率
低于10/10万。”林淑芳说，从社会
基本单位的社区开始，由点到线再
到面，这是实现终结结核病目标的
有益探索。

目前，无结核社区试点工作
已经在福建启动，其中，厦门率先
在省内启动无结核社区试点工作，
龙岩市全市已经于今年1月份启动
实施，通过宣传动员、创新形式，提
高大众健康素养；早期筛查、关口前
移，降低传播风险；推广预防、规范
治疗，提高治疗成功率；加强管理、
支持关怀，提高治疗依从性；多措并
举、加强培训，提升防治能力等举
措，不断推动并推广试点工作。

无结核社区试点 探索终结结核病
福建5年发现7万多例肺结核患者，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本报记者 张鸿鹏
通 讯 员 黄智忠

每年的3月24日是世界防治
结核病日，3月23日上午，福建省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活动启
动仪式在福州举行。

记者从现场获悉，2019—2023
年，全省发现并治疗活动性肺结
核患者7万多例，报告发病率呈逐
年下降趋势。患者成功治疗率均
保持在90%以上。

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我省
结核病防控的局势依然严峻，全
省结核病疫情下降仍较缓慢，耐
多药仍然是防控难点。

我省防治结核病有何新举
措？

记者观察

2024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现场，张国安（右四）、郑奎城（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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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