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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免疫系统：身体里的“隐形卫士”

不吃生食讲卫生 科学防治绦虫病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微生
物的世界里，每时每刻都在接
触真菌、细菌和病毒等微生
物。这些微生物有的对人体无
害，甚至有益，如肠道中的益
生菌；但也有一些是潜在的病
原体，可能引发感染甚至严重
疾病。好在人体拥有一套精密
的防御系统——免疫系统，它
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隐形军
队”，24小时不间断地保护着我
们。

人体免疫系统类型——
先天免疫与适应性免疫

免疫系统由器官 （如胸
腺、骨髓、脾脏、淋巴结）、细
胞（如白细胞、巨噬细胞、树
突状细胞） 和分子 （如抗体、
补体蛋白）共同组成，形成了
一套多层次的防御机制。这些
组成部分各司其职，协同作
战，确保人体能够有效识别并
清除“入侵者”。

免疫系统的工作可以分为
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两大类
型。先天免疫是与生俱来的快
速反应系统，包括皮肤、黏膜

等物理屏障，以及吞噬细胞、
自 然 杀 伤 细 胞 等 “ 先 锋 部
队”。皮肤作为人体的第一道
防线，不仅能够阻挡大多数微
生物的入侵，其表面的酸性
环境还能抑制某些病原体的
生长。而黏膜则覆盖在呼吸
道、消化道等部位，通过分
泌黏液和抗菌物质 （如溶菌
酶） 来捕获和消灭病原体。
当 病 原 体 突 破 第 一 道 防 线
时，吞噬细胞（如中性粒细胞
和巨噬细胞）会迅速聚集到感
染部位，吞噬并消化“入侵
者”。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
胞）则负责识别并消灭被病毒
感染的细胞或肿瘤细胞，防止
它们进一步扩散。

适应性免疫则更为精密，
由B细胞、T细胞等组成。B细
胞可以产生抗体，能精准锁定
抗原，并通过中和、调理吞噬
或激活补体系统等方式清除病
原体。T细胞则分为辅助性T细
胞（Th细胞）和细胞毒性T细
胞（Tc细胞），前者负责协调免
疫反应，后者能直接攻击被感
染的细胞。

适应性免疫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其特异性和记忆性。当机
体首次接触某种病原体时，免
疫系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产生
有效的应答；但再次遇到相同
病原体时，记忆性B细胞和T
细胞能够迅速启动更强烈的免
疫反应，从而在病原体造成严
重危害前将其清除。正是这种
记忆功能，让疫苗能够发挥作
用——通过模拟感染训练免疫
系统，为未来可能的入侵做好
准备。

免疫系统的平衡之道——
过强或过弱都会出现问题

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需要
在“积极防御”和“适度克
制”之间保持精妙的平衡，
当这个平衡被打破时，就会
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
一种是免疫系统功能低下，
这可能是遗传缺陷（如重症联
合免疫缺陷病）、病毒感染
（如 HIV 破坏 CD4+T 细胞）、
药物治疗（如化疗抑制骨髓造
血功能）或营养不良（如蛋白
质或维生素缺乏）导致的。在

这种情况下，人体容易出现反
复感染，甚至一些通常无害的
微生物（如白色念珠菌）也可
能引发严重疾病。例如，艾滋
病患者由于免疫系统严重受
损，常因机会性感染而危及
生命。

另一种情况则是免疫系统
过度活跃或出现识别错误，将
自身组织当作“入侵者”进行
攻击，导致自身免疫疾病。这
类疾病的发病机制复杂，可能
与遗传易感性、环境因素（如
病毒感染、紫外线辐射）以及
免疫调节异常有关。常见的自
身免疫疾病包括类风湿性关节
炎（攻击关节滑膜）、I型糖尿
病（攻击胰岛β细胞）和系统性
红斑狼疮（攻击全身多器官）。
这些疾病通常需要长期免疫抑
制治疗，以控制过度的免疫反
应。

此外，免疫系统还可能对
无害物质（如花粉、尘螨）产
生过度反应，导致过敏性疾
病，如过敏性鼻炎、哮喘等。
这类疾病虽然不直接破坏自身
组织，但会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因此，健康的免疫系统需
要的不是单纯的“增强”，而是
精确的“调节”。

与免疫系统和谐共处——
健康生活指南

要让免疫系统保持最佳状
态，需要采取科学的生活方
式。首先，均衡营养至关重
要。蛋白质是免疫细胞的主要
建筑材料，维生素和锌等微量
元素则在免疫调节中扮演关键
角色。不过，补充这些营养素
应该通过多样化饮食来实现，
而非盲目服用补充剂。其次，
适度运动能促进免疫细胞循
环，但要注意避免过度运动带
来的免疫抑制。睡眠同样重
要，在深度睡眠阶段，身体会
分泌重要的免疫调节物质。此
外，管理压力也不容忽视，长
期精神压力会导致皮质醇水平
升高，进而抑制免疫细胞功
能。最后，按时接种疫苗、避
免滥用抗生素、保持良好的卫
生习惯，都是与免疫系统“合
作共赢”的重要方式。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左曙光）

绦虫感染也称为绦虫病，
是一种因食用受绦虫幼虫感染
的未煮沸的水、未煮熟的肉类
（猪肉、牛肉、鱼肉）引起的肠
道感染性疾病，具有传染性，
可经粪—口传播。绦虫是一类
扁平的、分节段的寄生虫，成
虫主要寄生在人体肠道，通过
大量掠夺人体的营养物质来生
存，会导致一系列肠道反应，
如腹部不适、消化不良、腹泻
等。

绦虫病的常见类型

绦虫病的常见类型有猪带
绦虫病、牛带绦虫病、阔节裂
头绦虫病、微小膜壳绦虫病
等。主要感染途径是食用生的
或未煮熟的含绦虫幼虫 （囊尾
蚴、裂头蚴） 的猪肉、牛肉、
淡水鱼等。

以猪带绦虫感染为例，人

如果误食了猪带绦虫的虫卵，
虫卵会在人体内孵化出幼虫
（囊尾蚴），并移行到身体各处
寄生 （如皮下组织、肌肉、
脑、眼、心脏），进而可能患上
更严重的囊虫病。

很多人感染绦虫后没有明
显症状，出现症状时，可能包
括腹部不适，如腹痛、恶心、
腹泻或稀便；食欲改变和体重
下降、食欲不振，也可能食欲
增加但仍体重减轻；在粪便中
发现活动的绦虫节片，这是最
具特征性的表现，节片通常是
白色、扁平、长方形的小片，
有时像米粒或面条，可能会
动，节片移行至肛周时可能引
起肛周瘙痒，节片也可能出现
在内裤或被子上。

检查方法

1. 粪便检查：是诊断肠道

绦虫病的主要方法。显微镜下
检查粪便样本中是否有绦虫虫
卵或特征性的节片（孕节），有
时需要多次检查或收集排出的
节片供医生鉴定。

2. 胶带试验：夜间绦虫虫
卵可移行至肛周周围，可用透
明胶带粘取肛周皮肤检查虫卵。

3. 血液检查：如显示嗜酸
性粒细胞增高，则提示寄生虫
感染。囊虫病可能产生特异性
抗体，可通过血清学检测。

4. 影像学检查（主要用于
囊虫病）：CT扫描或磁共振检
查是诊断神经囊虫病的关键，
可显示脑内的囊尾蚴病灶 （囊
泡、钙化灶） 及其引起的病
变；超声可用于检查眼囊虫病
或浅表肌肉内的囊尾蚴；X光可
能在肌肉囊虫病晚期看到钙化
的囊尾蚴。

治疗方法

1. 使用抗寄生虫药物
用药是主要治疗方法，吡

喹酮是首选药物，对大多数绦
虫 （成 虫 和 囊 尾 蚴） 都 有
效。阿苯达唑对于囊虫病和
微小膜壳绦虫有效。

治疗囊虫病需要长期服用
阿苯达唑 （常联合吡喹酮或糖

皮质激素）以杀死寄生虫。糖
皮质激素 （如地塞米松）常与
驱虫药同时使用，以减轻杀虫
引起的炎症反应，尤其是在脑
囊虫病中，可防止脑水肿加
重。

需要注意的是，治疗的药
物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用
药后，虫体会在肠道内被杀死
并消化，因此通常不会在粪便
中看到完整的虫体排出。治疗
后几周需复查粪便，以确保感
染已清除。

2. 手术治疗：皮下肌肉囊
尾蚴结节可手术摘除结节活
检，眼囊尾蚴病可做眼底镜检
查，在眼睑处可活检。有时对
于眼囊虫病、脑室内梗阻的囊
虫或单个巨大病灶可能考虑手
术切除。

预防措施

1. 肉类彻底煮熟：这是预
防绦虫感染的关键措施。煮猪
肉、牛肉的中心温度至少达到
71℃，以煮熟的肉不再呈粉红
色、汁液变清为准。煮鱼肉的
中心温度为63℃，以煮熟的鱼
肉不透明且易剥落为准。

2. 冷冻处理：猪肉、牛肉
在-20℃或更低温度下冷冻 7

天，或在-35℃下冷冻 15 小
时，可以有效杀死其中的囊尾
蚴。生鱼应在-20℃或更低温度
下冷冻7天，或在-35℃下冷冻
15小时，或在-20℃下真空冷
冻24小时，可以杀死裂头蚴。

3. 生熟分开：使用不同的
砧板和刀具处理生肉、生鱼、
熟食或即食食品。处理生肉、
生鱼后彻底清洗双手、器具和
台面。

4.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饭前便后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
洗手，尤其在处理食物前和上
厕所后。

5. 注意安全饮水：饮用安
全的饮用水 （煮沸或过滤消
毒），避免饮用可能被粪便污染
的生水。

6. 设置卫生设施：在一些
生活条件较差的地区，要积极
改善环境卫生，妥善处理人类
和动物粪便，防止污染水源和
猪牛饲料。

7. 做好肉类检疫：支持并
确保购买的肉类经过正规检疫。

8. 防止传播：如果感染了
绦虫病，必须立即治疗并严格
注意个人卫生。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陆承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