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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发展，各种相关谣言也
在网上流传，不仅容易造成人们的情绪
恐慌，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下面这
些谣言，千万不要相信！

蛋白粉可预防新冠肺炎？假的！

蛋白粉是膳食营养补充剂，并不能
预防新冠肺炎，过量食用还会引起消化
不良，加重肝肾负担。

感染新冠需终身服药？假的！

网上出现了一些说法：新冠病毒感
染像乙型肝炎一样，如果体内有新冠病
毒特异性抗体就说明治愈了，如果没有
抗体产生就会成为慢性携带者，就需终
身服药。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
任侯金林告诉记者，网传说法是不科学
的，新冠病毒与乙肝病毒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乙肝是一种慢性感染病，乙肝
表面抗原抗体才会持续产生，以中和乙
肝病毒的感染，从而保护患者免受病毒
侵害。因此，如果检测不到抗体，则是
由于病毒在不断复制，抗体在不断与其
中和；但如果发现乙肝表面抗原抗体，
则证明病毒已被抑制。

新冠病毒是 RNA 病毒，没有上述
乙肝病毒的特点，不能形成慢性感染，
所以就不可能终身服药。正因为新冠
病毒感染是个急性感染过程，患者通常
感染病毒量较少，若患者自身抵抗力较
强，通常14天内就可清除病毒，产生的
新冠病毒抗体就能被检测到。然而，尽
管新冠病毒抗体可以被检测出来，但体
内可能仍还有少量病毒复制，不能说明
患者不具备传染性，因此抗体出现并不
能作为出院标准。 (据中国科普网)

感染新冠需终身服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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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气10秒就知道
有无感染新冠病毒？

最近，美国的新冠肺炎每日确诊病例都
破万了，累及确诊病例成为全球第一。有意
思的是美国网友好像不太关心如何做好新冠
病毒的疫情防控，反而很关心如何对新冠病
毒进行简单自我检测的方法上。最近在美国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有消息称
斯坦福大学发布新冠病毒自我检测方法，能
够憋气 10 秒不咳嗽就是没有感染新冠病
毒。事实是这样吗？

憋气10秒自测新冠感染并不靠谱
新冠病毒感染常累及肺部，患者常会出

现发热、干咳和乏力等临床表现，严重的会有
呼吸困难以致低氧血症。上面憋气 10 秒不
咳嗽自测新冠病毒的方法估计就是以肺部疾
患的临床症状为基础的，健康人一般很少咳
嗽，憋气 10 秒完全没有问题，感染新冠病毒
常会干咳，还会呼吸困难，要憋气 10 秒不咳
嗽就会有点难度了。

这样看貌似有点道理，但其实仔细想想
这样的方法漏洞很大且不靠谱。首先，从我
国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可以看出，大多数新
冠病毒感染者症状较轻，预后良好，轻型患者
或者感染早期可仅表现为低热和轻微乏力，
并无肺炎表现，换句话说咳嗽和呼吸困难等
症状可以不明显甚至没有，这些轻型患者要
憋气 10秒完全没有问题，但这不能否定他感
染新冠病毒的事实。

其次，我们再反过来想一下，能憋气10秒
就没有感染新冠病毒，那么是不是不能憋气10
秒就代表感染了新冠病毒呢？同样不靠谱。
因为新冠病毒感染从症状上来说是缺乏特异
性的，包括其他病毒、细菌或者支原体感染导
致的肺炎都会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症状，所以上
面的方法根本不可能鉴别新冠病毒感染。

再者，按照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
方案》的诊断标准，确诊必须要有病原学或血
清学证据，所以这样的自测方法未免太简单
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相信并采用了这
样的方法，势必会造成许多新冠病毒感染轻
型患者逃过核酸检测，且大家也会疏于防范，
最终的结果是导致病毒更大范围的传播，更
多人被感染。

病毒核酸检测才是最靠谱的方法
根据新冠病毒的特点，目前最靠谱的检

测方法还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可通过鼻咽
拭子、痰和其他下呼吸道分泌物、血液、粪便
等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还可以通过
血清学检查测定新冠病毒 IgM 和 IgG 抗体，
但该抗体出现阳性要较晚，IgM 抗体多在发
病后 3-5 天才出现阳性，而 IgG 抗体在恢复
期会显著正高，较急性期有4倍及以上增高。

可以说新冠病毒是目前我们人类最难对
付的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极强，要对付它
并无捷径可走，采用最原始的隔离措施才是
最有效的方法。网络上信息量巨大，其中不
乏虚假不实的谣言，我们应当仔细甄别，不要
盲目轻信。 （据网易健康）

没有发热、咳嗽等症状，但可传播病毒。眼下，无症
状感染者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点，也是公众的关
切。无症状感染者有多少？传染性有多强？公众怎样做
好防护？相关研究在持续推进，人们对新冠病毒认知在
逐步增加。多位专家提示，基于病毒学原理、临床经验和
现有研究，公众切记认真做好防护，但不用过分担心、焦
虑。所谓“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梳理当下文献可以看到，
无症状感染者的相关数据不
尽相同。有专家表示，可能与
定义不同有关。

2 月 17 日，《中华流行病
学杂志》发表了由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
完成的大样本量研究论文，报
告了截至 2 月 11 日中国内地
共报告 72314 例病例情况。
这 7 万多的样本被定义为四
种类型：确诊病例（61.8%）、疑
似病例（22.4%）、临床诊断病
例（14.6%），无 症 状 感 染 者
（1.2%）。

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
成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地坛医院感染中心感染二科
主任医师蒋荣猛认为，由于防
控措施“关口前移”，对诊断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
测，发现了一些还没发病，即
处在潜伏期的感染者，这样的
无症状感染者其实是处在感
染的“无症状期”，严格来说，
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无症状
感染者”。因为部分可能会最
终发病，部分始终不发病。而
后 者 才 属 于“ 无 症 状 感 染

者”。“可以肯定的是，对密切
接触者的早期核酸检测，能够
发现处在潜伏期中后期的感
染者，可以争取时间尽早控制
传染源，避免疫情扩散，有着
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钻石公主号游轮”被认
为是天然的新冠疫情研究模
型。据报道，船上几乎所有乘
客和工作人员共 3711 人都接
受了病毒筛查。截至 2 月 21
日，检测阳性的有 634 例，其
中 328 例没有症状，估计的无
症状感染率为17.9%。

蒋荣猛还表示，无症状感
染者（包括隐性感染者）的比
例需要开展社区监测，血清流
行病学调查来确定，不能单纯
依靠模型预测，需要两者相结
合进行。

3月 29日，中国工程院院
士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国内无症状感染者还没
有具体数字和详尽研究。但
推断，中国现在还没有大量的
无症状感染者。“无症状感染
者对与其密切接触的人的传
染率很高，但是中国近期新冠
肺炎新确诊病例数不仅没有
上升，反而在不断下降。”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感染率为6.30%，无症状感染者
的密切接触者感染率为4.11%，
二者无统计学差异。”这一结论
来自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制所陈奕团队发表在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 年
第41卷）上的研究论文《宁波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密切接触者
感染流行病学特征分析》。这
项前瞻性研究对宁波市新冠肺
炎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2147
名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调查并
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
性较强，家人、亲戚、朋友的续
发率较高，是感染的高危人
群。与病例共同居住、共同生
活感染率最高。长时间无防护

密切接触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感染的高危因素。

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病人会
形成抗体。3 月 7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中提
出，除“呼吸道等标本新型冠状
病毒病原学（常指核酸）检测阳
性”外，“血清特异性 IgM 抗体
检测阳性者”也为无症状感染
者。

“需要明确的是，特异性抗
体产生，是病毒感染的标志，和
是否有传染性无关。”蒋荣猛介
绍，由于出现时间不同，单纯
IgM 阳性，提示处在感染早期；
单纯 IgG 阳性，提示处在恢复
期或既往感染。

传染性已有地区性结论
出现抗体与传染性无关

目前无症状感染者主要通
过密切接触者筛查、聚集性疫
情调查和传染源追踪调查等途
径发现。“虽然不容易被发现，
有一定传染性，但只有在没有
防护的情况下，与核酸阳性的
无症状感染者近距离密切接触
才有可能被感染。戴口罩、勤
洗手，平时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如1-2米）便可预防。”蒋荣猛
强调，切断传播途径，最重要的
是洗手，不洗手不能接触自己
的口、鼻、眼等部位。

“通常，发病后 7～10 天病

毒含量增加，传染性最强，症状
也逐渐加重，而且有咳嗽等症状
者容易排出病毒，传染性较强。
而无症状者不太容易排出病毒，
传染性较弱。”蒋荣猛提示公众，
如果没有症状，没有新冠病毒感
染者的密切接触史，除非参与调
查，没必要去检测；如果核酸阳
性、无任何症状，不需要过度关
注，也不需要特殊治疗，配合疾
控人员做好隔离和观察；如果是
单纯抗体阳性，说明已经产生了
免疫力，不用担心传染性，也不
用担心会发病。 （据人民网）

戴口罩勤洗手，1～2米距离可预防
且与乙肝病毒感染不同

人数和占比待进一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