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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于乙肝、丙肝比较熟悉，
但对于戊肝不太了解。9 月 12 日，许昌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科长
唐丽红提醒，戊肝的感染与“吃”密不可
分，吃了处理不干净的肉类和海鲜等，
都有可能感染戊肝。

戊肝是由戊型肝炎病毒感染所导致
的急性病毒性肝炎，是全国法定乙类传
染病。在常见的甲肝、乙肝、丙肝、丁肝、
戊肝这 5 种病毒性肝炎中，戊肝被发现
得最晚，但危害性很大，病死率为 1%到
5%，发病人群以青壮年为主，孕妇也比
较容易感染，病情重且病死率高。

“戊肝的流行特点类似甲肝，经消
化道传播，以水型流行最常见，少数为
食物型暴发或日常生活接触传播，食入
被戊型肝炎病毒污染的水、食物或使用
被戊型肝炎病毒污染的餐具等，都有可
能造成传播。”唐丽红对记者说。在许
多发展中国家，戊肝是一个重要的公共
卫生问题。

戊肝的潜伏期为 2 到 9 周，一般起
病急，多发黄疸，半数有发热症状，伴有
乏力、恶心、呕吐、肝区痛，约 1/3 有关
节痛。大多数患者的黄疸于发病后 2
周左右消退，病程为 6 到 8 周，一般不发
展为慢性。

孕妇感染戊型肝炎病毒后病情较
重，容易发生肝功能衰竭，在妊娠晚期

发病时病死率尤其高，还会导致流产或
死胎。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感染戊型
肝炎病毒后病情加重，容易发展为急性
重型肝炎。

唐丽红提醒，戊肝是一种自限性疾
病，通常会在发病后 2 到 6 周内自愈，因
此患者一般不需要住院治疗，应对方法
以适当休息、合理膳食为主，选择性使用
药物为辅。如果发生暴发性肝炎，或者
孕妇感染戊肝，则需要及时住院治疗。

“预防戊肝，最重要的是注意饮食卫
生。要做到饭前便后勤洗手，不吃没有
加工熟的食物，生吃的蔬菜、水果要清洗
干净，尽量减少外出聚餐的次数。”唐丽
红建议，“高危人群要接种戊肝疫苗。戊
肝疫苗的接种对象为 16 岁及以上易感
人群，如慢性乙肝患者、育龄期妇女、老
年人、学生以及部队官兵、餐饮从业人
员、畜牧饲养者、疫区旅行者等。”

同时，要对戊肝患者进行隔离治
疗，并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 40 到 45 天
的医学观察，出现乏力、恶心、呕吐等症
状后及时就医。

预防戊肝 要注意“病从口入”
本报记者 马晓非 通讯员 毛树存

本报讯（记者 马晓非）为进一步加
强我市急诊急救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不
断提高急救医疗技术水平，近日，许昌
市卫健委组织专家对全市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的急诊科进行质控检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采取查看资料和
现场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对各
医疗机构急诊科的基本条件、必备条
件、医疗质量管理、院方支持与管理等
进行检查。

按照相关要求，急诊科入口应当宽
敞通畅，设有无障碍通道，方便轮椅、平
车出入，设有救护车通道和专用停靠
处，设有急诊通信和远端传输装置，急
诊分诊区（台）、清创室、抢救室、留观
室、急诊病房、急诊重症监护室等也要
达到相应的要求。

在设备方面，急诊科应配备呼吸

机、心电图机、除颤仪、洗胃机、吸痰器，
还要配备深静脉置管包、气管切开包、
缝合包、开胸包、胸穿包、腰穿包、导尿
包、接生包，救护车药品、设备要齐全。

此外，专家对急诊科的抢救流程、
基本制度与核心制度材料及落实情况、
急诊科固定在岗医师总数占同期急诊
科接诊患者总数的比例、急诊科固定在
岗护士（师）总数占同期急诊科接诊患
者总数的比例等进行了检查。

“检查结束后，我们将对检查结果
和排名进行通报。”许昌市急诊质控中
心主任、许昌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王
越圣对记者说，“通过督导检查，我们希
望各医疗机构急诊科不断加强内涵建
设，切实保障医疗安全，推动我市急诊
急救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更好地为人民
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我 市 开 展 急 诊 质 控 检 查口腔疾病会诱发或加重全
身性疾病

“口腔疾病会诱发或加重许多全
身性疾病，如心脏疾病、呼吸道疾病、
糖 尿 病 、胃 肠 道 疾 病 、脑 血 管 疾 病
等。因此，一定要对口腔健康引起高
度重视。”张现军对记者说。

心脏疾病。口腔疾病的致病菌
及其毒素可侵入血液，引起或加重心
脏疾病。研究显示，牙周炎就是引起
冠心病急性发作的一个危险因素。

脑血管疾病。牙周炎是脑卒中
的危险因素之一，而且独立于其他已
知的危险因素。研究表明，25%的脑
卒中患者存在口腔感染。

呼吸道疾病。口腔疾病与各种
吸入性肺炎的相关性较强。在肺炎
的 发 病 原 因 中 ，80%是 因 为 吸 入 口
腔、咽部含有细菌的分泌物。

糖尿病。糖尿病与牙周病互为
高危因素。糖尿病患者经常会并发
不同程度的口腔病变，使牙周病的发
病率升高。患有牙周病的糖尿病患
者，血糖控制情况明显差于没有牙周
病的患者。

胃肠道疾病。消化道溃疡由幽
门螺旋杆菌引起，口腔中大量存在着
这种细菌。胃肠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通过药物很容易被清除，而牙菌斑中
的却难以清除。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发现
后及早治疗

应对口腔疾病，要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而龋病、牙周病等常
见的口腔疾病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
状。定期进行口腔检查，不仅能及时
发现、治疗口腔疾病，而且有助于医
生根据情况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
制口腔疾病的发展。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是维护口腔

健康的关键，最好每半年或一年进行
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龋病和牙周病
患者、儿童、老年人最好 3 到 6 个月进
行一次口腔检查。”张现军建议。

龋病和牙周病早期症状不明显，
而且病情发展比较缓慢，通过口腔检
查能及早发现病变，治疗起来也相对
容易。如果等到出现疼痛等不适症
状时，疾病可能已经发展到中晚期，
甚至波及牙髓，治疗起来比较复杂，
患者会遭受更大痛苦，花费也更高。

每天刷牙 3次，每次最少 3
分钟

为预防口腔疾病，在日常生活中
还要养成正确刷牙的好习惯。大多
数人都能做到每天刷牙，但真正掌握
正确刷牙方法的人可能并不多。张
现军建议，可采用巴氏刷牙法，每天
最好刷牙 3次，每次至少刷 3分钟。

有些人刷牙时习惯用力横刷，这
容易导致楔状缺损和牙龈退缩。巴
氏刷牙法又称龈沟清扫法或水平颤
动法，可以有效去除牙龈沟附近及牙
龈沟内的菌斑，预防口腔疾病。

首先，要选择软毛牙刷，从而减
轻对牙龈和牙齿的刺激。刷牙时用
接近体温的水，不要用力过猛。一支
牙刷连续使用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3
个月，应 1到 3个月换一次。

其次，要循序渐进，牙齿的外侧
面、内侧面、咀嚼面都要刷到。先刷
牙齿的外侧面，再刷内侧面。以 2 到
3 颗牙齿为一组，来回移动牙刷，刷
每一组时至少颤动 10 次，再移至下
一组。然后，刷牙齿的咀嚼面，把牙
刷放在咀嚼面上前后移动。

最后，要注意刷牙的时间及次
数。为了保证牙齿的每一面都能刷
干净，每次刷牙不要少于 3 分钟。每

天最好刷牙 3 次，至少也要坚持早晚
刷牙，并选择在饭后刷。有些人不喜
欢晚上刷牙，其实，晚上刷牙比早上
刷牙更重要。因为睡觉后，口腔活动
停止，唾液分泌明显减少，对牙齿起
不到冲洗自洁作用，细菌会大量生长
繁殖。

将个人口腔维护与专业口
腔维护相结合

“预防口腔疾病，需要将个人口腔
维护和专业口腔维护相结合。”张现军
告诉记者，个人口腔维护包括正确刷
牙、平衡膳食、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等，
专业口腔维护包括局部应用氟化物、
窝沟封闭以及定期洁治（洗牙）等。

生活中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避免烟酒刺激，少吃甜食，少饮用碳
酸饮料，经常按摩牙龈和叩齿。如果
出现刷牙出血、口腔异味或上火时牙
龈肿痛等情况，便有可能已经患有牙
周疾病，需要及时找专科医生进行诊
治。

在青少年阶段，要重点关注牙齿
表面有无黑点、小洞，一旦发现要及
时修复。中老年人要高度关注牙齿
缝隙之间是否发生龋坏，及时用牙线
清除食物残渣，避免牙龈炎、牙周炎
等。

孕妇的口腔状况不仅关系到其
自身健康，而且与胎儿的生长发育息
息相关。因此，做好孕前口腔检查很
重要。孕妇患口腔疾病轻者影响其
进食导致营养失调，重者会使口腔炎
症扩散全身，增加胎儿流产或早产的
风险，甚至导致胎儿畸形。为了避免
孕期出现口腔疾病，准备怀孕的女性
在怀孕前一定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口
腔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疾病或
隐患。

您的口腔 关系到全身健康

主讲专家：许昌市中心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张现军

9 月 20 日是“全国爱牙日”，
今年的主题为“口腔健康，全身
健康”，副主题是“刷牙漱口用
牙线，洁牙护龈促健康”。世界
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
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指出口
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
龋 洞 ，无 疼 痛 感 ，牙 龈 颜 色 正
常，无出血现象”。9 月 16 日，许
昌市中心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
任张现军提醒，口腔健康关系
到全身健康，龋病和牙周病等
口腔疾病不仅影响咀嚼、语言、
美观等功能，而且影响心、脑、
肺等脏器的功能，会诱发或加
重全身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