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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21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我
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同努力，消除结
核危害”。

当前肺结核疫情依然严峻，流行病调查
显示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都感染了结核菌。
肺结核是我国发病、死亡人数最多的重大传染
病之一。据测算，我国有近5.5亿的结核感染
人群，每年新发生肺结核患者100万余例，一
个传染性肺结核病人一年中可能使10-15人
感染结核菌，其中有10%～15%的结核潜伏
感染者最终发病成为结核病患者。因此主动
学习结核病防治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同
时将防治知识广泛的传播出去，对控制我市结
核病疫情、保护健康生活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防治结核重在预防，在此提醒市民朋友
们：勤洗手、多通风、强身健体可以有效预防肺
结核；咳嗽喷嚏掩口鼻、不随地吐痰可以减少
肺结核的传播；如果咳嗽、咯痰2周以上，应及
时到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就诊。

结核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患者不但自
己备受煎熬，对身边亲密的人也有危害。因此
有效的防控结核病一直是我国研究的重点，也
是每个人需要掌握的健康常识。在世界防治
结核病日之际，让我们共同认识结核病，学会
预防结核病，真正做到“防治结核，人人有责”。

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紧张的学
习和集体生活的特点，容易发生聚集性结核病
疫情，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而学生容易
接受新的知识，能够传播科学信息，对周围人
群的观念和行为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在学
校开展“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行动”，不
仅可以提高学生对结核病的认识水平，有效地
预防结核病，还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思维
及宣传能力，提高宣传效果，最大程度地实现

“以招募促宣传”，进而形成全社会关注结核、
防治结核的良好局面。因此，学校结核病防治
是结核病防治规划的一个重点工作。

如何开展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
为了正确处理和控制学生肺结核，防止

学校集体疫情的暴发，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
专家呼吁广大师生们一定要做好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是积极发现并治愈校园内的肺结核
病人。如果发现连续咳嗽、咳痰两个星期以上
或者有咯血等症状的学生，就要怀疑得了肺结
核，要及时报告校医和学校领导，并尽快与家
长取得联系，及时带同学到结核病防治专业机
构检查。

其次是一旦确认学生或教职工得了传染
性肺结核，一定要休学或者休假在家正规治
疗，避免传染其他同学。等到经过检查确认没

有传染性了，凭结核病防治机构的证明就可以
复学、上岗。

第三是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努力改
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对教室和集体宿舍
要经常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第四是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咳嗽、
打喷嚏的时候应该将手纸巾捂住嘴巴和鼻子，
避免结核病菌通过飞沫传染其他人。

第五是加强体育锻炼，生活要有规律，注
意饮食营养和睡眠充足，保持健康心理，增强
机体抵抗力，尽量减少发病机会。

第六是如果你知道有家人或朋友有人连
续咳嗽、咳痰两个星期以上或者有咯血等症
状，请你提醒他们马上到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
检查和治疗。

“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行
动”一直在继续，您愿意成为结核病防治宣传
志愿者吗？不论年龄大小、何种职业，只要有
一颗真诚公益的心，我们都欢迎您在正确理解
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前提下，以自己力所能及的
方式，志愿开展结核病防治宣传活动。

什么是肺结核？
肺结核俗称“肺痨”，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

起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肺结核病占各
种类型结核病的80%以上，且肺结核是结核
病传染的主要类型。肺结核最常见的症状为
咳嗽、咳痰、咯血或痰中带血，也有部分患者会
出现胸痛、午后低热（一般不超过38℃）、盗
汗、胸痛、食欲不振、疲乏和消瘦无力等症状。

肺结核有哪些危害？
肺结核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若

不彻底治疗会丧失劳动能力，甚至造成死亡。
除此之外，肺结核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染性强，
危及他人的身体健康。肺结核疫情若不加以
控制，还将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耐多药
肺结核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则更大。

肺结核的预防方法？
卡介苗对预防儿童结核病，尤其是严重

的结核性脑膜炎、粟粒型肺结核方面有很好的
效果。集体生活场所，由于人员居住密集，一
旦出现一个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就很容易相互
传染而造成结核病暴发流行。因此，应注意房
间内居住人员不要过多，采取开窗通风等措施
来预防结核。

哪些人容易患上肺结核？
所有的人群对结核菌都是普遍易感的，

但对某些人群应特别提高警惕。通常而言，只
有肺结核或喉结核患者才具有传染性，而痰结

核菌检查能够查出结核杆
菌的患者（涂阳肺结核患
者）是最具有传染性的传
染源。涂阳肺结核患者的
密切接触者是结核病非常
确定的高危人群。机体抵
抗力低下的人群也是结核
病的易感人群，如婴幼儿、
老年人、HIV感染者、免疫
抑制剂使用者、慢性疾病
患者、血糖控制不理想的
糖尿病患者等。

什么是肺结核密切接触者？
通常，与传染性肺结核有密切接触的人，

被称为肺结核密切接触者，这些人很可能与患
者的近距离接触而被感染上了较大量的结核
菌，因此比其它的人更容易发病，应该引起特
别的注意。密切接触者通常包括几类人员：

(1)与患者共同居住的家属，或密集居住
同一空间里人(如民工宿舍、学生宿舍、监狱监
舍等)；

(2)与患者共用办公室的同事；
(3)与患者短期在密闭空间接触的人，如

长程航空飞行中与患者距离很近的人。

接触过肺结核患者的人就一定会得肺结核吗？
并非所有接触肺结核患者的人都会得肺

结核，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要看这个患者的痰中是不是带有

结核菌，有一部分患者痰中是不带有结核菌的
（称为“菌阴肺结核”），他们没有传染性；其次，
即使患者的痰中带有结核菌，也要看你接触时
吸入的结核菌的量有多大，距离近或者患者正
在咳嗽、打喷嚏而你在他身边，就会吸入更多
量的结核菌；最后，既使你已经吸入了比较大
量的结核菌，也还要看你自身的抵抗力。如果
你的抵抗力够高，可以抑制结核菌在体内的繁
殖，并杀死它们；如果抵抗力不高，则结核菌会
大量繁殖生长，对肺部造成破坏，形成肺结
核。因此，一些抵抗力较弱的人，如老年人、服
用免疫抑制剂的病人、抵抗力低下的艾滋病患
者，都更容易患上肺结核。

如何诊断出肺结核？
肺结核诊断目前主要依靠两种手段:痰

结核菌的检查、胸部拍X光片。当结核菌侵入
人体后，往往会因为大量繁殖而造成肺部的病
变，此时，繁殖的结核菌以及破坏后坏死的肺
组织，会随着痰液被咳出来。对这些痰进行涂
片，并经过染色，有可能发现痰液中存在的结
核菌而诊断为肺结核。

肺结核治疗的疗程需要多久？
初次患病的肺结核患者一般治疗的疗程

为6个月，复发的肺结核患者一般治疗疗程为
8个月，而耐药肺结核患者的疗程一般为24个
月，广泛耐药肺结核患者的疗程为36个月。

患者不坚持规律治疗的后果有哪些？
肺结核患者一旦不坚持规律治疗，很容

易产生严重的后果。患者体内的结核菌会反
复繁殖，导致疾病迁延不愈，形成慢性排菌。
患者的排菌期延长，意味着他的传染期加长，
可传染更多的健康人。患者本人在这种慢性
过程中，其体内的结核菌也很容易产生耐药，
演变成耐药肺结核患者。

有哪些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
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是国家设立的诊

断、治疗和管理结核病的专业机构，医务人员
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并经过专业培训。我国
省、地、县三级都设有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包
括结核病防治院（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结
核病定点医院。

我国有哪些针对肺结核诊断和治疗的优惠政
策？

在各地的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为就诊
的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提供
痰涂片等免费筛查，为初次确诊并治疗的肺结
核患者和复治涂阳肺结核患者提供免费抗结
核治疗药品。并且，我国肺结核诊疗优惠政策
不受户籍限制，也就是说流动人口无论走到
哪，都可以和当地居民一样，享有国家的诊疗
优惠政策。患者诊疗过程中产生的自付费用
可以通过新农合、城镇医保、贫困结核病人救
助等途径按当地规定进行一定比例的报销。

控制消除结核仅靠卫生防治部门的努力
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只有大家坚持不懈的关注结核并采取健康行
动，一个没有结核病的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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