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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体内都有数万亿
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
菌等，我们将其统称为微生物
群。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
肠道内微生物群的总称，是近
年来微生物学、医学、基因学
等领域最引人关注的研究焦
点之一。多项科学研究发现，
肠道菌群对健康的作用非比
寻常，它不仅会影响体重、消
化、免疫力等，还能控制人体
对药物的反应。反过来，药物
也会影响肠道菌群。

1/4 常用药会破坏肠
道菌群

有数据统计显示，现代人
已经成为迄今为止用药量最
多的几代人之一。随着人们
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人均预期
寿命的延长，2型糖尿病、肥胖
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
持续上升，患病人群通常需要
长期服用多种药物，这可能增
加肝肾损伤风险。

近日，欧洲分子生物学实
验室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
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许
多常用药物对肠道菌群都有
巨大的影响，甚至大过疾病、
吸烟和饮食影响的总和。该
研究纳入了 2173 名健康或患
有常见慢性疾病的患者，分析
了用于8个主要适应证（糖尿
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血栓、
心律失常、痛风、消化系统疾
病和感染）的28种药物，以及
几种药物组合对肠道菌群的
影响。结果显示，许多药物会
对肠道菌群的结构和状态产
生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滥用抗生素可
能破坏肠道菌群，但对肠道产
生 不 利 影 响 的 不 只 是 抗 生
素。《自然》杂志刊发一篇名为
《非抗生素药物对人类肠道细
菌的广泛影响》的文章指出，
在我们常用的 1000 多种药物
中，竟有 1/4 可能扰乱肠道菌
群，有40种药物甚至会影响10
种以上肠道细菌，其中大部分
都不是抗生素。并且，药物对

肠道的负面影响还可能随着
服药时间而累积。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药剂科主任药师沈杰介绍，随
着抗生素广泛使用，细菌耐药
性形势越来越严峻，已对公共
卫生安全构成重要威胁。抗
菌药物在杀灭致病菌的同时，
也会杀灭身体内的有益菌，导
致菌群失调，甚至诱发二重感
染。另外，流行病学研究表
明，抗生素治疗史会增加肥
胖、2型糖尿病、其他代谢和炎
症疾病的风险。

菌群失调不可小觑

肠道内的细菌种类数以
百计，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
是“有益细菌”，即共生菌群，
主要有拟杆菌、梭菌、双歧杆
菌、乳酸杆菌；二是“有害细
菌”，即致病菌群，如沙门氏
菌、致病大肠杆菌等，一旦误
食进入肠道，就可能导致腹
泻、食物中毒等；三是介于前
二者之间的“条件致病菌”，主
要有肠球菌、肠杆菌等，数量

不多，但不稳定，在肠道健康
时，共生菌群具有压倒性优
势，条件致病菌就会“消停”，
如果共生菌群遭到破坏，条件
致病菌便会引发多种肠道疾
病。通常情况下，肠道内的菌
群维持在动态平衡的状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
化科主任医师曹海龙告诉《生
命时报》记者，健康人的肠道
菌群是多样化的，不仅能反映
人体的健康状况，还能帮助医
生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沈
杰指出，肠道菌群主要有三大
作用：1.生物屏障。状态正常的
肠道菌群可以保护机体免受
有害物质的入侵，协助肠黏膜
及时将其排出体外。2.合成营
养物质。肠道菌群参与人体
多种生理过程，最主要的功能
包括帮助合成维生素，还有与
药物代谢相关的酶。3.免疫功
能。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
器官，负责70%以上的免疫工
作，功能正常的肠黏膜和状态
良好的肠道菌群是抵抗疾病
强有力的防线。当肠道菌群

不健康时，乳酸菌等“有益细
菌”数量减少，导致肠内杀菌
作用变弱，免疫功能随之下
降，病原体就更容易入侵。

肠道菌群与人体的免疫
系统、内分泌系统及其他代谢
通路都有一定联系，若菌群平
衡遭到破坏，人体的健康状况
也会发生变化，可能出现便
秘、肠炎、溃疡等，严重的甚至
影响寿命。沈杰告诉记者，国
外曾有一项研究，将年轻小鼠
的粪便菌群移植到年老小鼠
体内，结果发现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年老小鼠的衰老状
况。

值得注意的是，肠道菌群
紊乱不仅会导致功能性肠病、
炎症性肠病、大肠癌等多种肠
内疾病的发生，也会增加许多
肠外疾病的患病风险，比如过
敏性哮喘、自闭症、肥胖、糖尿
病等。肠道菌群具有产生胆
固醇氧化酶、抑制肝脂肪合成
酶活性、影响胆盐的肝-肠循环
等作用，若肠道菌群紊乱，血
压就会上升，高血压反过来又

会扰乱菌群，形成恶性循环，
增加患脑卒中、心肌梗死、主
动 脉 瘤 等 心 脑 血 管 病 的 风
险。另外，高脂、高蛋白饮食
会破坏肠道菌群结构，减少肠
道短链脂肪酸的含量，使“有
益细菌”双歧杆菌数量下降，
引起肠炎、肠癌及糖尿病等疾
病。

科学用药，健康生活

上述最新研究表明，药物
会影响肠道菌群稳定性，进而
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影响。
对此，曹海龙表示，这项研究
的结论并不全是消极的，我们
只有充分了解药物对肠道菌
群的影响，才能为药物再利
用、制定个体化治疗和预防策
略提供一定帮助。老百姓要
纠正不良用药理念及习惯，以
免给肠道菌群带来负面影响，
甚至对身体健康造成连锁反
应。

沈杰表示，从用药角度来
看，避免损伤肠道最直接的方
法就是不随意用药、少用药。

“目前抗生素滥用的情况非常
普遍，许多人遇到轻微的感冒
发烧或腹泻，都会选择自行吃
药缓解。”事实上，人体免疫系
统十分强大，这些“小毛病”通
过多喝水、补充电解质等营
养，依靠自身抵抗力就能够痊
愈，通常无需用药。需要强调
的是，在必须服药治疗时，不
要一味纠结于药物对肠道的
损伤，应科学地看待它。“药物
伤肠虽证据确凿，但大家也不
必过于恐慌。”曹海龙表示，通
常情况下，药物治疗所带来的
益处都远远大于副作用。遵
医嘱服药能够在保证疗效的
同时，最大限度减轻药物对身
体的伤害。用药还讲求对症，
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药物
损害，若是在网上或药店自行
购买，应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
下按疗程使用。如果用药几
天后症状仍未好转，应及时到
医院就诊，以免延误治疗。

（田雨汀）

滥用药，肠道受不了

近日，广州市中山大学附
属第六医院内镜外科副主任
胡健聪在晚上接到急诊紧急
通知，有一位不慎吞下磁铁的
9岁小男孩小逸（化名），正在
焦急地等待医生伸出援手。
其父母紧张地搜偏方服用韭
菜企图促进排出，结果帮了倒
忙，韭菜阻挡了磁铁的视线，
救治医生不得不清空胃部韭
菜，多管齐下，才顺利将异物
取出。

“妈妈，我把磁铁吞到肚
子里了，怎么办呀？”原来是小
逸与家人一起观看节目时，趁
父母没注意，抓了一颗橄榄状
的磁铁放嘴里玩。看到入迷

处，一不小心就把磁铁吞了下
去。家长慌乱之下用手机搜
索处理方法，甚至还按照网上
偏方让小逸吃了一把韭菜企
图促进排出。吃完后，小逸的
腹胀不适反而加重。父母这
才赶紧把小逸送到中山大学
附属第六医院急诊就诊。经
过CT检查，发现磁铁已进入胃
部。急诊医生马上联系该院
内镜外科，希望为患儿通过胃
镜取出磁铁。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胡
健聪对小逸进行镇静镇痛胃
镜检查。胃镜下见到胃腔内
残留大量韭菜残渣，唯独看不
到磁铁。“一般而言，胃的排空

时间为 4至 6个小时。”因此，
胡健聪认为磁铁仍然在胃里
面，只不过是被食物残渣覆
盖。通过胃镜下的异物钳，分
次把蔬菜残渣完全取出，磁铁
终于暴露在胃镜之下。

胡健聪尝试用异物钳、圈
套器等常规取异物器械，发现
都 没 有 办 法 把 磁 铁 夹 住 取
出。经验丰富的他当机立断，
立即安排联系手术室，借用手
术室腹腔镜常用的无菌标本
取出袋，在袋子上绑上丝线，
再通过胃镜把标本袋带入胃
腔，通过异物钳慢慢像“包饺
子”一样把磁铁推入标本袋，
最后牵拉丝线经过嘴巴终于

把磁铁完整取出。取出异物
后，小逸慢慢清醒过来，经过
半小时休息，可以正常饮水、
进食。

胡健聪介绍，吞食磁铁类
的玩具可以引起儿童非常严
重的医疗事件，去年初该院曾
经接诊因为吞食磁力珠引起
胃肠道穿孔的两岁患儿，甚至
需 通 过 手 术 修 补 穿 孔 的 肠
管。其实，磁铁类的玩具，尤
其是磁力珠一类的玩具是外
科医生眼中的“定时炸弹”，应
尽量避免儿童接触。

消化道异物是常见的儿
童意外事件，除小于3岁幼儿
容易误吞异物以外，像小逸这

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在精神不
集中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误
吞。部分异物可能引起灾难
性的后果，“磁铁类的玩具、纽
扣电池等可能引起消化道穿
孔，鱼刺、骨头等会损伤消化
道黏膜甚至穿破消化道刺破
周围组织血管，家长在发现儿
童吞食异物后，应保持冷静，
切勿听信偏方用‘吃韭菜’‘喝
醋’等方式进行处理，应马上
到医院就诊。同时父母也要
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让孩子
接触可能引起危险玩具，同时
也要给孩子树立不乱吞食玩
具的意识。”胡健聪提醒。

（梁超仪）

9岁男孩误吞磁铁 父母信偏方吃韭菜？
医生：切勿听信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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