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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吴若兰 李文娟 孟天笑

本报讯 1 月 18 日上午，我市首个
乳腺炎性疾病治疗门诊在市中心医院
乳甲外科开诊。该门诊的成立，将为乳
腺炎性疾病患者提供早期手法排乳、手
术、中医药治疗等一站式、一体化诊疗
服务。

哺乳期患乳腺炎，是很多宝妈会遇
到的问题，不仅会给宝妈带来身体上的
疼痛，还会影响哺乳，有些甚至不得不终
止母乳喂养。市民钟女士的宝宝出生才
两个月，钟女士就开始出现乳房肿胀不
适，疼痛难忍，触痛明显，并伴有发烧和
红肿症状。一周前，在家人的陪同下，钟
女士来到市中心医院乳甲外科就诊。经
检查后，周媛医师诊断钟女士患有急性
乳腺炎。门诊给予乳汁排脓及药物治疗
后，钟女士发热症状消失了，乳房疼痛明
显减轻，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从市中心医院微信公众号得知该院
乳腺炎性疾病治疗门诊开诊的消息，钟
女士开心不已。挂号预约后，1月18日上
午，她赶到新开诊的乳腺炎性疾病治疗
门诊排乳、换药。“上次乳房胀痛就诊过
程中因为医师门诊就诊患者病种多样，
候诊过程差不多需要一个多小时。开设
乳腺炎性疾病专科门诊后，省去了漫长
的候诊时间，而且不用办理住院，现场挂
号门诊就可以看病了，非常方便。”钟女
士感慨地说。

乳腺炎、乳腺结节、乳腺纤维腺瘤、乳
腺癌、浆细胞乳腺炎、肉芽肿性乳腺炎等
患者乳房肿块难消、破溃后难愈合。为给
患者提供便捷、精准的诊疗服务，市中心

医院乳甲外科结合科室人才优势和技术
条件，整合资源，成立了邵阳地区首个乳
腺炎性疾病治疗门诊。

门诊设有甲状腺穿刺室、淋巴水肿
治疗室和乳腺炎治疗室，开展项目内容
包括哺乳期乳腺炎早期手法排乳、乳腺
脓肿的超声定位下小切口排脓、中医药
治疗乳腺良性疾病、乳腺脓肿的微创旋
切负压置管引流术、乳腺肿块的巴德针
穿刺术、中西医结合治疗（拔罐、中药熏
洗、中药封包、瘘管搔爬、穴位贴敷、中药
塌渍疗法）等。“急性乳腺炎是哺乳期产
妇的常见病、多发病，而哺乳期突发乳腺
炎就诊是产妇最头疼的事。以前没有专
门场所治疗，故临床医生在手术台上工
作室，产妇需要在病房或者门诊等待医
师手术完毕后再行就诊处理，宝妈妈们
病情得不到及时诊治。”市中心医院乳甲
外科主治医师申辉介绍，乳腺炎性疾病
约占同期乳房疾病的 25%，随着目前女
性朋友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改变，乳腺
炎性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其处理相对
棘手，脓肿常反复发作，甚至形成窦道，
病程迁延不愈。

市中心医院乳甲外科主任戴斌介
绍，他们率先在全市开设乳腺炎性疾病
治疗门诊，极大程度上方便了广大乳腺
炎患者就诊，可以更好地解决急性乳腺
炎妈妈的哺乳不适感及慢性乳腺炎患
者的换药难问题。同时，该门诊还将开
展乳腺性疾病保健宣教工作，指导广大
女性病友掌握科学的乳房保健知识及
母乳喂养知识，加速疾病康复，避免因
疾病导致无法继续母乳喂养等难题,积
极促进母婴健康,满足她们母乳喂养的
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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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疾病“一站式”解决

北京市和广东省深圳市、珠
海市在 1 月 17 日分别举行的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各自通
报了当地本土确诊病例的情况，
均研判不排除经境外物品而感染
病毒的可能。

为何做出这一判断？新冠病毒
通过境外邮件及其他物品“物传人”
的风险有多大？个人如何更好地防
护？新华社记者依托权威信息来源
进行梳理归纳。

为何怀疑“物传人”？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17日在发布会上通报，北京此前发
现的1例本土确诊病例，发病前14
天内无外省市旅居史，经流行病学
调查及大数据比对，未发现其与入
境人员、京外风险地区来京人员、病
例和密切接触者等有轨迹重合。

据介绍，病例自述近期曾收
发过国际邮件。经采样和核酸检
测，疾控人员发现邮件的部分包
装外表面、内表面及文件内纸张
标本显示阳性。对病例标本的基
因序列分析显示，病毒与北京既
往病例以及近期国内报告的毒株
均存在差异，不属于同一传播链，
与2021年12月北美和新加坡等地
分离的部分毒株相似度较高。

庞星火表示，结合病例流行病
学史、可疑物品样本检测结果以及
病例标本的基因测序结果，不排除
其经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

当天，深圳举行发布会通报，当
地一起本土病例的病毒基因组与以
往境外输入病例也不同源，与全球
数据库中北美地区上传较多序列的
基因组100%同源。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
林汉城介绍，该病例从事境外冷冻
试剂收发货工作，曾接触和分拆了
来自北美的快递，未做个人防护，不
排除由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污染物品
引起的可能性。结合流行病学调查，
病毒溯源正在进行中。

此外，珠海通报，根据目前现场
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专家
研判当地本次疫情不排除由暴露于
污染入境物品导致，进一步的流调
溯源还在加紧进行中。

“物传人”风险有多大？

1 月 16 日，国家邮政局安全监
督管理司发出通知，要求各企业
要切实做好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
所消毒、通风等工作，对进口国际
邮件快件，要在进入生产处理环
节之后，第一时间逐件进行外包
装各面全覆盖消毒，并制定疫情
高风险国家和地区进口邮件快件
疫情防控处置方案。

新冠病毒在低温下长时间存
活并经冷链传播的案例，过去一年
多来在我国部分地区曾先后出现
报道。我国疫情防控一直坚持人、
物、环境同防。

不过，梳理公开报道中的“物传
人”情况，可以发现基本是市场、物
流等第一接触点的人员感染。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传人”的限定
条件较多，并非新冠病毒主要传播
方式。

在此前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
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介绍，

“物传人”要造成感染，需满足三个

条件：一是物品污染较重；二是病
毒在物体表面存活时间较长，一般
来说温度越低，病毒存活时间越
长；三是接触污染物品时未采取适
当防护措施。

吴尊友认为，相比受到人感
染，受到物感染的病毒量不同，病
例容易出现无症状感染或轻症感
染，往往发现不够及时，可能引发
新的疫情。

既往案例中，一度有过部分食
品表面检测出核酸阳性，曾引发“物
传人”担忧。为此，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有关负责人专门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活病毒、死病毒、病毒的片段查
出来都可能是核酸阳性。光是检出
核酸阳性，不代表具有传染性，只能
说明曾被新冠病毒污染过。

个人如何做好防护？

疾控专家提示，收取快递尤其
是境外快递时，做好戴口罩、妥善处
置外包装、对内件做消毒处理后进
行使用等防护措施，可有效减小被
新冠病毒传染的潜在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
张流波表示，收取快递最好选择无
接触方式，或尽量佩戴好口罩和手
套。拆除外包装后，及时摘下手套并
清洁双手，做好手卫生。

庞星火建议，收到境外邮件或
物品时，正确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
套，减少直接接触和交流。尽可能在
固定地点取件，实现无接触交接。

此外，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
外包装不必拿回家中，可按照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如需拿回家中，可用
含氯消毒剂或75%酒精对内外包装
进行全面消毒。处理完邮件后及时
摘下手套，更换口罩，认真进行手消
毒或清洗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
触碰口、眼、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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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给患者做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