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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诺如病毒
是引起学校和托幼机构等人群密集场所
急性胃肠炎的主要病原体，具有较高传
染性和快速传播能力，全人群普遍易感，
且感染后免疫保护时间短，冬季尤为高
发。如何预防诺如病毒？学校应该如何
应对？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相关
专家。

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诺如病毒主
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如摄入污染的食
物、水，接触了病人的排泄物或呕吐物，
或接触污染的手、物体或用具，以及呕吐
物或粪便产生的气溶胶等。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牡蛎等贝类可以富集海水中的
诺如病毒，为高风险食物。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
所副所长贾蕾说，人感染诺如病毒后可
导致急性胃肠炎，一般在12小时至48小
时出现症状，最常见的症状是腹泻和呕
吐，其次为恶心、腹痛、头痛、发热、畏寒
和肌肉酸痛等；儿童比成人更容易出现
呕吐。

“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为自限性疾
病，病情轻微，通常持续2天至3天，预后
良好。但高龄老人、低龄儿童或伴有基
础性疾病的患者恢复较慢，个别病例有
发展为重症的可能。”贾蕾说，诺如病毒
目前还没有疫苗可预防，感染发病后也
没有特效药可使用，以补液和对症治疗
为主，但如果脱水严重就需要前往医疗

机构就诊。
专家表示，预防诺如病毒感染，家长

首先要教育孩子养成饭前便后用香皂认
真洗手的好习惯，要注意消毒纸巾和免
洗手消不能代替洗手，同时要让孩子加
强体育锻炼、均衡饮食、规律作息，以提
高身体抵抗力。

另外，要提醒孩子，班级内如有同学
呕吐时，一定在老师的指导下迅速有序
离开现场，由指定人员在佩戴口罩、手套
等防护用具前提下对呕吐物及污染场
所、物品等使用含氯制剂规范消毒，减少
感染诺如病毒的可能。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示，学校应制
订传染病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严格

落实晨午检、缺勤登记、病例追踪及复
课证明查验等制度。要配备充足、有
效的消毒物资及个人防护物资，定期
对学校内公共场所如教室、宿舍、食
堂、卫生间，重点部位如门把手、楼梯
扶手、水池、便器、电梯按钮等进行清
洁及消毒。

冬季诺如病毒高发 如何预防

11月7日已立冬。如今不少年轻人
越来越信中医、用中医，注重养生保健，
比如爱用中药、膏方等调理身体。一些

“吃货”拿到中药后会问医生或药师：“我
吃中药时可以喝可乐吗？”“吃中药能吃
牛肉吗？”服用中药有没有饮食禁忌？如
何忌口？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药剂科副主任药师、临床中药师崔姣为
大家进行相关解答。

吃中药时饮食不忌口
病情反而加重

36岁的小张是湖南某公司职员，平
时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他常感觉胸
闷气短、心悸失眠，有时还会出现头晕目
眩的症状，去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心脏
神经官能症。医生给他开了中药及西
药，并叮嘱他注意休息和调节情绪，同时
吃中药要忌口。

哪知，小张回家后，平时喜欢吃的辛
辣油腻食物，还有咖啡、可乐等饮料，照
常吃喝，还在饭后马上喝茶或吃水果。
结果小张服用一个月中药后，病情不但
没有好转，其胸闷气短、心悸失眠的症状
反而加重了。去医院复诊，医生告诉他

“吃中药时饮食不忌口等于白吃”。
原来，小张患的心脏神经官能症属

于中医所说的心脾两虚证。这种症状需
要服用补益心脾、安神养血、调和气血的
中药。

崔姣分析，小张爱吃的辛辣油腻
食物容易耗气动火，损伤心脾，进而加
重病情；咖啡、可乐等刺激性饮料会兴
奋神经，既影响睡眠，还破坏心脾平
衡；茶水和水果会影响中药的吸收，降
低药效。这些都是吃中药时应该禁忌
的食物。

忌口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发挥药效

老话说，“吃药不忌口，坏了大夫
手”。吃中药为何要忌口？如何忌口？

中药治疗是一种多成分、多靶点、多
途径的治疗方法，它由多种药物组成一
个方剂，通过相互协同或制约，发挥综

合效应。但中药也不是万能的，它也
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注意事项。崔姣表
示，吃中药时之所以要忌口，主要有两方
面原因。

首先，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同一种
疾病，存在寒热虚实的差异，治疗方法也
不同。中医是在治疗上用中药的药性补
偏救弊。

中药具有寒、热、温、凉四气，以及
酸、苦、甘、辛、咸五味，食物同样也有各
自的性味。如果服用中药时不忌口，可
能会影响药效。比如，服用清热泻火的
中药时，应避免食用辛辣、温热的食物，
像辣椒、羊肉等。因为这些食物的热性
可能与药物的清热作用相互抵消，甚至
加重体内的热邪。

其次，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
源，脾为后天之本。食用生冷、油腻、辛
辣、刺激的食物容易损伤脾胃，影响脾胃
的消化、吸收功能。中药的吸收和利用
也依赖于脾胃的功能，因此保护脾胃功
能对于发挥中药的疗效至关重要。饮食
得当，可以促使药效更好地发挥；饮食不
当，反而会抵消药效或起到相反的作用，
甚至产生严重后果。

为了保证药效，避免不良反应，防
止病情加重，减少食物与药物相互作
用，应遵循中医理论，如寒证忌生冷、热
证忌辛辣等。总之，吃中药忌口是为了
更好地发挥药效、促进康复，患者应严

格遵医嘱忌口。

注意忌食辛辣、鱼腥、生冷等食物

崔姣表示，在服用中药时建议饮食
尽量清淡，忌食辛辣、鱼腥、发物、生冷、
油腻、酸涩等食物。

忌辛辣类：包括葱、蒜、韭菜、生姜、
酒、辣椒等，有通阳健胃之功效，若过多
食用易生痰动火，散气耗血。该类饮食
仅适合于寒证疾病者，热证病人若有
发热、便秘、尿短赤、口干渴、唇燥、咽
喉肿痛、舌质红等症状而食用，会加重
上火症状。

忌鱼腥类：包括黄鱼、鲤鱼、带鱼、蚌
肉、虾、螃蟹等，而鲤鱼、沙丁鱼、鲇鱼、黄
鱼、螃蟹、黄泥螺易引起过敏。鱼腥类食
物多为咸寒而腥之品，含异性蛋白易引
起过敏反应，多食易伤脾胃并诱发疾病，
脾胃虚弱者不宜多吃，过敏体质者更不
可食之。

忌发物类：动风发物如茄子、木耳、
猪头肉、鸡蛋等，多有升发、散气、火热之
性，能使人邪毒走窜，有荨麻疹、湿疹、中
风等疾病者不宜食用。助湿发物如糯
米、醪糟、酒、大枣、肥肉、面食等；滞气发
物如大豆、芡实、芋头、薯类等，积食、诸
痛者不宜食用。

忌生冷类：生的食物包括各种可生
食的蔬菜如生菜、黄瓜，水果如梨、草莓，

以及生的鱼、肉等。这些食物性质多偏
寒凉，食用后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冷
的食物，如刚从冰箱取出的冷饮、冷藏后
的酸奶，还有些属性寒凉的中药汤剂放
凉后也属于冷的食物。它们易损伤人体
阳气，尤其是脾胃阳气，导致脾胃运化失
调，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

忌油腻类：包括动物的油脂及油煎、
油炸的硬固食物。油腻食物有损脾胃健
运，外感疾病、黄疸、泄泻者需忌食，胃肠
疾病者及上火者忌食。

忌酸涩类：包括柠檬、柚子、杏子、茶
叶、咖啡等。酸过多则对肠胃有刺激，胃
酸过多、胃肠溃疡患者禁食。涩者，大多
含鞣质，如茶叶含有鞣质，浓茶含量更
高，与中草药同服时，可与中草药中某些
蛋白质、生物碱、重金属盐结合产生沉
淀，影响药物有效成分的吸收，对蛋白质
等营养物质的吸收也有影响；其他饮料
如咖啡、可乐等都不宜喝。

忌口不是绝对的
需结合个人病情体质

既然要忌口，有人会问：“吃中药岂
不是啥都不能吃？啥都不能喝？”

崔姣表示，其实不然。忌口不是
绝对的，需结合个人病情、体质、所用
药及对一些食物的敏感性综合考虑，
酌情掌握。

吃中药忌口，主要是因为有些食物
中的成分会对药物造成影响，会直接影
响药物的吸收；有些食物和中药同时服
用，会产生一些毒副作用，或者是减弱中
药的药效发挥，如上述辛辣类、鱼腥类、
油腻食物等。

食物毕竟是人体营养的主要来源，
限制过多，样样忌口，这对增强抵抗力、
尽早恢复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食物的
分类比较复杂，同一种食物可能存在几
种性质。此外，由于所服用的药物、患者
体质、病情程度不同，甚至因为四季气候
的不同，忌口的食物也不一样。

关于某些食物是否需要忌口，建议
在医师和药师的指导下，因人而异、因病
而异，合理施用，不能一概而论。

据《长沙晚报》

吃中药不忌口等于白吃
吃中药时应忌食辛辣、鱼腥、发物、生冷、油腻、酸涩等食物，但忌口也不是绝对的，

需根据个人病情和体质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