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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心心病病菌菌潜潜伏伏期期
有些病潜伏期就有传染性

头晕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症
状，几乎每个人都会晕上几次。当
然了，这与现在的网络语言“我
晕”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对话中

“我晕”只是表达的是一种心理状
态或态度，和医生说“我晕”就是
一种病了。

据统计，看头晕的人占到了
到门诊上看病人数的第二位。更
多的人，因为头晕不是很严重，虽
然工作或生活受到影响，但还可
以忍受，也就不去看病，自己忍受
着“晕”的折磨。可见“头晕”是一
个多么恼人的毛病！

其实，有一种眩晕，说简单还
真简单，复位治疗，1分钟就可以
还晕者一个朗朗乾坤的世界。说
复杂也复杂，如果看错，或者找不
是专门以眩晕为的医生看，无论
做什么检查、用多少活血祛瘀药、
打多少点滴，都不会好，甚至越治
越重。我把这种眩晕叫做：“石头
惹的祸”。

我们知道，身体里有时会产
生各种石头，比如胆结石、肾结
石、胃结石。临床上，结石绞痛非
常严重，有时需要吗啡来镇痛。

那么这个石头在哪里呢？是
不是也要开刀做手术呢？这个石
头长在耳朵里，可不是外耳道里
面的分泌物形成的“耵聆”哦。而
是在我们的内耳里面，是我们的
正常结构。既然是正常结构，就是
用开刀取出来啦！耳朵里的石头，
我们称之这耳石，又叫“位觉砂”，
叫它耳石，是因为它的成份和石
头是一致的：是碳酸钙的结晶。人
的耳石非常小，一般肉眼看不到。
可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
管理我们的位置、运动、速度和平
衡。

从上面的解说我们了解到，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由于耳
石脱落所引起的，不是我们常常
所说的缺血，因此吃活血祛瘀、改
善循环、营养神经的药物不能解
决问题。有的患者会出现越治越
重的情况。因为与脑缺血、梗死没
有关系，不是它引起的，所以脑
CT、磁共振做一大堆，也找不到
病灶，说明不了问题。这就是很多
病人，做了很多检查查不到病灶，
吃了很多药就是没有效果的原
因。

耳石症虽然痛苦，但是现在
已经有了很好的治疗方法。该方
法不需服药，效果奇特，可以说是
立竿见影。这种治疗方法叫做“复
位治疗”。具体就是医生根据患者
耳石脱落的位置、进入半规管的
不同，给予不同复位治疗，让脱落
的耳石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使
它不能再刺激神经末梢，给我们
的大脑发送错误的“运动信息”，
我们自然也就不会晕了。

很多医生对本病也没有认
识，只有从事眩晕专业或以此为
主攻方向的医生，才能做到手法
复位，也难怪大众朋友们对眩晕
有那么深的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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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话“眩晕”之一

疯狂的石头

每天，我们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
公交车上、医院里，甚至是钱币上，都有大
量的细菌存在。接触这些细菌是不是就一
定会发病呢？如果发病，从感染细菌到发病
可能会经过多长时间？为此，我们采访了山
东省交通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杜向
阳、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副主任医师王淑珍、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急症科主任蔡卫东。

从人体感染病菌到发病，中间的这段
时间医学上称为潜伏期。潜伏期的含义相
对比较广泛，一般而言，潜伏期是对于传染
病，也就是传播性疾病而言的，

潜伏期有长有短，短则几天甚至几个
小时，最长则可能有十几年。影响潜伏期长

短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感染的病原体数量、
病原体的繁殖速度、细菌产生毒素的能力
等，例如食物变质，其中的病菌已经产生了
大量毒素，如果不小心吃了这些食物，很快
将导致肠胃炎，潜伏期非常短暂。

同时，潜伏期长短与细菌侵入人体的
部位相关，远离神经中枢等靶器官的位置
则潜伏期长，靠近时则潜伏期短。王淑珍介
绍，医院曾经收治过一位狂犬病患者，经仔
细询问，才知道该病人在12年前曾被狗咬
过脚趾，因为当时咬伤得很轻，就没有当回
事儿，也没有注射狂犬病疫苗，没想到12年
后发病，几天后便不幸离世。

王淑珍表示，被携带狂犬病病菌的狗
咬伤，如果咬伤部位在脚和小腿部位，由于

远离大脑等中枢神经，狂犬病的潜伏期将
很长，在被咬伤后及时注射疫苗可以起到
预防效果。但是，如果咬伤部位在面部等靠
近中枢神经的位置，潜伏期可能非常短暂，
有些甚至来不及注射疫苗预防。

值得注意的是，潜伏期的长短并不是
十分精确，原因在于潜伏期的计算主要来
源于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一般是采用平
均数字，医学观察时间的确定则在平均数
的基础上加上一两天，而对于危重流行病
则按最长潜伏期观察。例如，在非洲肆虐的
埃博拉病毒，潜伏期为2-21天，接触相关
病毒后医学观察时间为21天才会被确定是
否感染。

传染病处于潜伏期的时候并不会出现
相关疾病的症状，何况，在此期间，多数受
感染的人不知道自己已遭受病毒侵袭，因
此很难采取预防措施。那么处在潜伏期的
传染病会不会传播给密切接触的家人和朋
友呢？答案不是唯一的。专家表示，如果病
菌在人体内的繁殖速度快，在潜伏期体内
病菌达到足够多的数量时，就会传染别人，
如果繁殖速度慢则不会。例如，荨麻疹、甲
肝等在潜伏期就有传染性，也就是说接触
荨麻疹和甲肝病毒携带者，可能会被感染。

不过，因此恐慌大可不必。感染病菌并
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病，很多人在潜伏期过
后不会有任何症状，这种感染被称为阴性
感染，这种人群被称为携带者，是否发病取
决于被感染者自身抵抗力是否足够强大。

不少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有“大小年”的
说法，说的就是当某年暴发一次流行病后，
该地区的人群就对这种病菌产生了很好的

抵抗力，几年过后，人们对该病菌的抵抗力
会慢慢下降，可能将又一次导致这种流行
病的暴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传染
病容易欺负“外来户”，就是因为外地来的
人对这种病菌的抵抗力较弱。

虽然接触相关危险因素后不意味着一
定发病，但是由于潜伏期的存在，特别是潜
伏期较长的几种感染性疾病，导致部分人
群产生了恐惧心理，例如“恐艾症”、“恐狂
症”等。恐艾症是对于艾滋病恐惧症的简
称，恐狂症则是对于狂犬病恐惧症的简称，
这些心理问题给不少人带来了严重的负
担。

专家提醒，虽然个别病例显示某些感
染性疾病的潜伏期较长，但这不具备普遍
性，潜伏期长短、是否发病因人而异，如果
难以排解恐慌情绪，可到专业心理咨询处
寻求帮助予以缓解。

被动物咬伤后正确及时地处理伤口，
是防治狂犬病的第一道防线，如果及时对
伤口进行了正确处理，并进行抗狂犬病治
疗，则可大大减少发病的危险。

在日常生活中，一旦不小心被狗等动
物咬伤，应立即用肥皂水清洗伤口，并以大
量的流动水冲洗，以减少身体吸收病毒的
数量，家里如果备有碘酒，可在彻底清洗后
涂于伤口处，然后，尽快前往狂犬病疫苗注
射门诊注射疫苗。

如果狗已经接种过狂犬病疫苗，人被
咬伤后是不是就无需接种疫苗了？医生表
示，狗接种过疫苗只是说明狗身上有抗体，

不会因感染狂犬病毒引发狂犬病，但是并
不代表咬人后人体不会感染，还需要及时
接种疫苗。

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减少我们被病菌
侵袭的机会，还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勤洗手，包括手掌、手指、手腕和手臂部位，
每次洗手时间应在15秒以上，特别应注意
佩戴戒指、手表等部位；可选择肥皂或洗手
液，但是平时应注意将肥皂保持干燥，否则
肥皂自身就会滋生细菌；注意饮食卫生，外
出时选择干净的地方就餐，肉类食品应烹
饪至熟透再食用；在流感流行的时候外出
尽量不要到人群密集的场所，要佩戴口罩；

家里应定期通风，如果有感冒的病人可以
用醋或者艾叶熏一熏，减少空气中的病菌；
对于长期患有慢性疾病、身体抵抗力特别
差的人，可以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在不同
季节注射相关预防性疫苗。

外来病菌与人体自身的抵抗力是矛与
盾的关系。其实，避免感染流行病菌的最好
办法就是提高自身抵抗力，平衡饮食，多摄
入新鲜应季的水果和蔬菜，注意保持规律
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同时多参加户外活
动和体育锻炼，可以提高自身抵抗力。同
时，在接触相关流行病传染源后，应配合医
生进行医学观察，避免传播给亲友。

●潜伏期长短与入侵部位有关

●有些病潜伏期就有传染性

●被注射狂犬疫苗的狗咬伤仍需打针

我们每天都与各种各样的细菌打交道。人们常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意思是接触了
细菌未必会致病，至少不会马上致病。疾病传染是一个过程，潜伏期就是从病原体侵入体
内开始，直到最初症状出现的这段时间。这一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各种疾病潜伏期的长
短不一，判断不同疾病的潜伏期具有很大的临床医学意义，可以根据潜伏期长短确定留验
和检疫期限，确定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并在适当的时间预防接种或药物预防等。

本报记者 陈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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