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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健康老龄化，直面“免疫衰老”
据文汇报 随着年龄增长，尤其

是人到中老年，各类疾病的发生率也
会上升。原因何在？“这其实是健康
人群免疫应答机制伴随年龄增长而
变化的一种重要特征。”在日前召开
的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知名病毒学
家闻玉梅谈到，在全球老年人口快速
增加的当下，若想实现健康老龄化，
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应对免
疫衰老？

早在 2014 年，闻玉梅便联合包
括14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4位专家完
成《长三角地区健康老龄化发展的战
略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的一项重要
结论是，医老和养老并重。”闻玉梅表
示，所谓“医老”，就是从预防入手，预
防衰老和由衰老带来的疾病，以较少
的成本投入提高老年人整体健康水
平，减轻老龄化对家庭和社会带来的
负担。

而从目前来看，影响健康老龄化
的一大因素是，老年人的免疫衰老。

人的免疫系统由多种不同的细
胞组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

“免疫反应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先
天免疫应答阶段和获得性免疫应答
阶段。”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免
疫治疗创新研究院院长董晨介绍，

在先天免疫应答阶段，不论何种病
毒侵入，身体都会启动相同程序，由
于不能区分病毒的特异性，因此无
法产生很好的免疫剂。而在获得性
免疫应答阶段，主要起作用的是 B
细胞和 T 细胞，分别为体液免疫和
细胞免疫。

B 细胞和 T 细胞还有一个显著
特点，即抗体和T细胞经感染后仍旧
存在，从而形成免疫记忆，筑起人体
抵抗外界细菌病毒侵袭的重要屏
障。由董晨实验室参与发现的一种
人体重要 T 细胞亚型——Th17 细
胞，和人体多种自身免疫疾病相关，
与Th1、Th2一起参与调节免疫应答
和炎症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增长，
人体内‘老年T细胞’越来越多，‘新
生 T细胞’越来越少。‘老年 T细胞’
会逐渐丧失判断能力，发出越来越多
错误信号，制造免疫失衡或给予身体
并不需要的免疫应答。”董晨说，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人越老，与衰老相关的
病症就越多。

影响老年人健康和寿命的重要
因素还包括抗生素的耐药性。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
所主任医师王明贵介绍，数据显
示，2019 年全球数亿人感染超级细
菌，因此死亡的有 495 万人。在世

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12 种致命超级
耐药细菌清单中，不乏大众所熟知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幽门螺旋杆
菌、沙门氏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
血杆菌等。

更令王明贵感到棘手的是，从临
床情况看，诸多慢性疾病感染与T细
胞相关，“老年人易感染，但T细胞水
平低，治疗效果往往不佳”。

作为医疗救治的重点人群之一，
如何更好救治老年人、特别是高龄
老年人？闻玉梅认为，在面向未来
的长远布局中，老年医学是必不可
少的一环，“要更加重视和加强对老
年医学的预防和治疗规划，特别是
加强老年医学的创新性科研，设立
专科培养人才”。

经过七年建设，国家老年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搭建完整学
科体系。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副院长、静安区中心医院院长徐
文东介绍，中心研究的一项重要成
果，就是打造区域医联体“医老”新
模式，以临床研究为抓手，明确各
级医疗机构和社区家庭在老年疾
病管理下的功能定位，建立深入基
层的老年健康新网络。“让老年人
向前一步有‘医靠’，向后一步有依
靠，探索老年健康的全程管理。”

■李晨琰

据新华社 近来，我国北方地区
持续出现高温现象。疾控专家提示，
高温来袭，应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
注意食物和饮用水卫生。

上海市李女士近日出现腹痛、腹
泻等症状，严重时一日排便次数超过
10 次；湖北省龚先生的儿子刚放暑
假，吃了冰箱里放置一晚的凉西瓜
后，便开始上吐下泻……夏季气温升
高，空气湿度大，导致大肠杆菌、痢疾
杆菌等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高发。
这类疾病传染性强，容易在家庭成员
之间造成传播。

哪些原因会导致腹泻？当我
们不小心遭遇夏季腹泻时，该怎
么办？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专家介绍，导
致腹泻的原因有很多，一般包括感染
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夏季腹泻
以感染性腹泻为主，感染性腹泻的病
原体主要为细菌、病毒和寄生虫三大
类，如痢疾杆菌引起的细菌性痢疾、
大肠杆菌引起的急性胃肠炎、诺如病

毒肠炎、轮状病毒肠炎等。
同时，高温天气中，很多人喜欢

食用生冷食物。进食生冷食物过多、
过快或腹部受凉，会使较为脆弱的胃
肠黏膜受到刺激，造成胃肠道的应激
反应，引起腹泻。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消化科
主任翟惠虹介绍，预防夏季肠道传
染病可以从注意饮用水卫生、食物
生熟分开、培养良好手卫生习惯、减
少与肠道传染病患者接触、勤洗勤
换衣被用具等入手。高温可杀灭致
病微生物，饮用水宜煮沸后再饮
用。饭前、便后要把手洗净。生食
食物一定要洗净，尽量减少生冷食
品的摄入。

专家提醒，对于养宠物的家庭，
一定要注重宠物卫生，告诫孩子不要
一边吃东西一边喂宠物。夏季吃剩
的食物应及时储存在冰箱内，且储存
时间不宜过长。冰箱低温只能延缓
细菌生长，并不能灭菌，因此食物需
要热透后再食用。

部分公众关心如果出现了腹泻
症状该如何应对。国家疾控局提
示，出现腹泻症状后应分情况处
置。如果腹泻病情不重，一般通过
调整饮食、对症治疗并注意日常休
息，2 至 3 天内症状即可改善；腹泻
严重者，尤其是出现脱水、高热等较
严重症状的，以及免疫力较低的儿
童、老人出现腹泻，应及时到医院肠
道门诊就医。

翟惠虹表示，针对腹泻，常用
的治疗药物主要分为口服补液盐、
止泻药物、抗菌药物以及益生菌制
剂。其中，及时补充口服补液盐或
多喝水十分重要，因为腹泻容易导
致人体从肠道丢失大量液体和电
解质。患者宜进食清淡、易消化的
流质或半流质食物，症状好转后逐
渐过渡到正常饮食。到肠道门诊
就诊的患者，可用干净的小盒子或
保鲜袋留取新鲜的大便标本送医
院化验，以便医生有针对性地进行
治疗。 ■顾天成

据新华社 近日，我国南北方部
分地区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
灾害。洪涝灾害常伴发食物受淹变
质、畜禽死亡等情况，易造成病原微
生物大量繁殖，引发饮用水及食品
污染。记者采访重庆市疾控中心相
关专家了解到，洪涝灾害后应积极
开展环境卫生处理和消杀防疫，确
保灾后无大疫。

重庆市疾控中心消毒与媒介生
物控制所所长季恒青介绍，洪涝灾害
后首先应及时开展清淤工作，在确定
建筑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开展受淹后
室内外垃圾、粪便、杂物、动物尸体及
各类积水、污水、淤泥等的清除和环
境冲洗工作，以减少蚊蝇孳生和保持
环境清洁。

如何有针对性开展消毒工作？
季恒青表示，洪涝灾害的消毒为预防
性消毒，整个过程遵循清淤—冲洗—
消毒的工作顺序。消毒重点是受到
污染的地面、物表、饮水、食品、餐饮

具、衣物等，对未受到明显污染的场
所和物品，以清淤后冲洗干净为主，
不必漫无目的开展全方位消毒。

专家介绍，针对受污水污染地
面及家具、物品，清洁后可使用有效
氯 500mg/L 的 含 氯 消 毒 液 或
1000mg/L的季铵盐等消毒剂喷洒或
擦拭消毒，30分钟后用清水擦净，喷
洒时以喷湿为度。没有发生疫情的
情况下，不必对空气消毒，以开窗通
风为主。

饮用水方面，洪涝灾害期间千万
不要喝生水，应煮沸后饮用。灾害发
生后，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
毒；若很混浊，可经自然澄清或用明
矾混凝沉淀后再进行消毒，常用消毒
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泡腾片。可能
被污染的水龙头表面或水嘴内壁，可
用有效氯 5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或
75%酒精擦拭消毒，30分钟后清水擦
净，并打开水龙头冲刷管路及出水
口。此外，经水淹污染的水井应先清

掏淤泥，冲洗干净井盖、井壁等，抽干
水井内受污染的水，待水井自然渗水
到正常水位后再消毒；未受淹污染的
井水可直接消毒。井水须烧开后才
能饮用，严禁直接喝生水。

饮食环节，应注意对餐饮具消
毒，首选煮沸消毒，煮沸时间15分钟
以 上 。 也 可 用 有 效 氯 250mg/L—
5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
后清水洗净或使用消毒柜消毒。专
家提醒，食物一定要烧熟煮透，受淹
的新鲜瓜果、蔬菜清洗后可用含氯消
毒液 100mg/L—200mg/L 作用 30 分
钟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洪涝灾害期间，一些衣服、被褥
易被污染，最简单的方式是先用清
水洗净，再进行日光暴晒。针对耐
热耐湿的纺织品也可使用煮沸消
毒 10 分钟的方式消毒；不耐热的可
用有效氯 250mg/L—500mg/L 的含
氯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再清水漂洗
晾干。 ■周闻韬

据新华社 天津市气象台、天津
市健康气象交叉创新中心日前联合
发布脑卒中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受
暖气团影响，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
气，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诱发
脑卒中的气象风险高，提醒公众注
意防范。

天津市健康气象交叉创新中心
主任、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
李新教授建议：

第一，保证每日充足的水摄入
量，每天推荐至少摄入1500毫升（肾
病患者应酌情限量，室外露天工作者
或大运动量者则应酌情增加）。饮食
适量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注意补
充维生素和电解质。

第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根据
气温日变化适度调整锻炼时间，推荐
选择清晨、傍晚时段，避免高温时段
户外活动。

第三，使用空调时，建议室温调

节在26℃左右为宜。每天应保证充
足的高质量睡眠，成年人以7-8小时
为宜。避免情绪急躁引起血压波动，
保持情绪稳定。

第四，老年人群体温调节能力减
弱，可适当将空调温度略微调高，维
持在 27℃左右为宜；特别要注意避
免从室外高温环境突然进入低温空
调房，或从室外进入室内不要立即打
开空调，给身体以适应室内温度环境
的缓冲时间。

第五，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
异常等脑卒中危险因素的患者，易发
生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波动，应规
律监测，如波动较大或控制不佳时，
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第六，出现不适症状，如言语不
清、口眼歪斜、肢体无力、行走不稳、
剧烈头痛、意识障碍等情况时，请立
即拨打120，及时就医诊治。

■张建新

夏季腹泻高发疾控专家支招

洪涝灾害后，消毒怎么做？ 高温诱发脑卒中风险增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