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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确诊
一例霍乱病例
经诊治后症状消失 未发现新增病例 什 么

是霍乱？什
么人容易得霍乱？

霍乱何时高发？记者在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
网站找到了答案。
1.什么是霍乱？

霍乱是由O1群或O139
群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
道传染病，具有发病急、传
播快、波及面广的特点，是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的两种甲类传染病之一，也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
生检疫法》规定国际检疫的
三种传染病之一。

根据菌体（O）抗原的不
同，霍乱弧菌可分出200个
以上的O血清群，但仅发现
O1和O139群霍乱弧菌能引
发霍乱。O1群霍乱弧菌包
括两个生物型：古典生物型
和埃尔托生物型，两个生物
型又都分为稻叶、小川和彦
岛（少见）三种血清型。O1
和O139群霍乱弧菌可分为
产毒株和非产毒株。
2.霍乱的传染源是什么？

霍乱病人或带菌者是
霍乱的传染源。
3.感染霍乱后有哪些症状？

大多数情况下，感染只
造成轻度腹泻或根本没有
症状，典型的症状表现为剧
烈的无痛性水样腹泻，严重
的一天腹泻十几次。感染
霍乱后，如果治疗不及时或
不恰当，会引起严重脱水导
致死亡。
4.什么人容易感染霍乱？

人群普遍易感，胃酸缺
乏者尤其易感。
5.什么时候容易得霍乱？

霍乱在我国的流行时
间为3至11月份，6至9月份
是流行高峰。
6.霍乱的潜伏期和传染期一
般为多长时间？

潜伏期数小时至5天，
通常2至3天。粪便阳性期
间有传染性，通常至恢复后
几天。偶有携带者传染期
持续数月。对霍乱弧菌有
效 的 抗 菌 药 物 可 缩 短 传

染期。
7 .如何判断是否感染了
霍乱？

有腹泻症状，尤其是剧
烈的无痛性水样腹泻，应马
上到医院就诊，并做霍乱弧
菌的培养检查。与霍乱感
染者一起就餐或密切接触
的人也应采集粪便或肛拭
检查，以确定是否感染。在
霍乱疫区内或近日去过霍
乱疫区，出现腹泻，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并留粪便做霍
乱细菌学检查。
8.感染霍乱后应如何做？

霍乱传染性很强，一旦
发现感染霍乱，无论是轻型
还是带菌者，均应隔离治
疗。待霍乱症状消失，停服
抗菌药物后，连续二天粪便
培养未检出霍乱弧菌者才
可解除隔离。感染霍乱后，
不接受隔离治疗，属于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的行为，另外病人和
带菌者要配合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工作人员做好流行
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的采
样 、家 里 疫 点 的 消 毒 等
工作。
9.霍乱的主要传播途径有
哪些？

霍乱可通过饮用或食
用被霍乱弧菌传染而又未
经 消 毒 处 理 的 水 或 食 物
和接触霍乱病人、带菌者排
泄物污染的手和物品 以
及食用经苍蝇污染过的食
物 等途径传播。
10.公众如何预防霍乱？

预防霍乱的方法比较
简 单 ，主 要 是“把 好 一 张
口”，预防病从口入，做到

“五要五不要”。
五要：饭前便后要洗

手，买回海产要煮熟，隔餐
食物要热透，生熟食品要分
开，出现症状要就诊。

五不要：生水未煮不要
喝，无牌餐饮不光顾，腐烂
食品不要吃，暴饮暴食不可
取，未消毒（霍乱污染）物品
不要碰。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 相关链接

霍乱到底是什么病？
该如何预防？

7月11日上午，武汉市武昌
区卫生健康局通报称，武汉大学
确诊一例霍乱病例，目前未发现
其他新增病例。

通报称，7月9日晚，武昌区
疾控中心接医院报告，武汉大学
出现一例感染性腹泻病例，以呕
吐腹泻为主，伴低热，血清学凝

集试验为O139阳性。经湖北
省、武汉市、武昌区三级疾控中
心复核，该病例的血清学凝集试
验为O139阳性，诊断为霍乱，毒
力基因阴性。患者经有效诊治，
病情已得到控制，症状已消失。
武昌区卫生健康局已组织专业
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采样检测

和跟踪管理，对相关场所进行临
时封控管理和消毒处置，目前未
发现其他新增病例。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
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
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病发高峰
期在夏季。

武汉大学就霍乱病例及相关情况答记者问

问：武昌区卫生健康局发布
消息，确认武汉大学出现一例霍
乱病例，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答：7月9日21:30，武昌区
疾控通知武汉大学发现一名疑
似霍乱感染病例，学校迅即行
动，在省、市、区疾控部门指导下
开展处置工作。经核查，该病例
为武汉大学研究生，住工学部八
舍，有胃肠炎既往病史。7月8日
5时左右出现发热、呕吐、腹泻，7
月8日10时前往武汉大学医院就
诊，因其腹泻3次以上转诊至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目前该生已
按相关要求转诊至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隔离治疗。

据疾控部门反馈，该生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湖北省疾控
中心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对原样
开展复核，血清学凝集试验均为
O139阳性，诊断为霍乱，毒力基
因阴性（霍乱弧菌致病力较弱），
目前经有效诊治，该生情况稳
定，症状已消失。截至7月10日
19:36，通过对264名重点人群、
259个点位进行快检，未检出
O1、O139群霍乱弧菌，未发现
新增病例。

问：针对该情况，武汉大学
采取了哪些应急措施？

答：7月9日晚，接疾控中心
通知后，学校高度重视，学校党
政主要领导立即指示党政办公
室、校医院、学生工作部门、后勤

部门、保卫部门等积极对接，全
力配合政府卫健、疾控部门，切
实做好学生治疗、环境监测、封
控楼栋学生生活保障、心理援助
等工作。

7月9日晚起，在区卫健局、
区疾控部门指导下，连夜对工学
部八舍、该生所在实验室进行封
控。同时，对接武昌区委、区政
府成立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学校成立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工
作专班，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属
地，共同做好处置工作。

7月9日，确定该生密接3人
（同住室友2人、同餐人员1人），
已转至学校隔离点集中隔离。
7月9日晚至10日凌晨，完成工
学部八舍254名学生、3名宿
管、15家商户的采样工作，相关
区域临时封控，相关人员按要
求进行隔离，并服用预防性药
物。组织专门力量，全面做好
对封控人员的生活保障、心理
帮扶等工作。对工学部八舍公
共区域、宿舍、卫生间、排污管
道，该生所在的实验室楼栋等
封控后已开展环境采样和终末
消毒。

针对该生7月8日在武汉大
学医院接触的医护人员、检验
人员进行采样，开展霍乱弧菌
检测，对相关环境开展检测和
终末消毒。排查7月1日至10日
以来就诊的19例腹泻病例情

况，按要求采样并开展霍乱弧
菌检测。

针对该生7月5日以来校内
就餐、购买食物和饮品的食堂、
餐馆、小卖部等6个点位，进行环
境采样和终末消杀，相关人员进
行服用预防性药物、居家观察等
处置。

武汉大学已开展一系列夏
季肠道传染病的健康宣教工作，
譬如：将《关于加强夏季肠道传
染病预防的温馨提示》发布在学
校主页，提高师生个人防护意
识；邀请医学专家开展专题宣
讲；通过新媒体等多种形式提示
师生，做好夏季肠道疾病预防；
在全校范围内进一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等。

问：目前，武汉大学的情况
怎样？

答：霍乱属于消化道传播疾
病，在我国一直有零星出现。根
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2022年
4月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甲
类传染病霍乱报告发病5例，无
死亡病例。现代医学对霍乱有
成熟的治疗手段，可防、可控、可
治。夏季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
季节，武汉大学已采取一系列防
范措施，保护师生身体健康。

目前，武汉大学各方面秩序
良好，工作正常开展。请广大师
生不要恐慌，注意个人卫生，并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7月11日，武汉市武昌区卫生健康局就武汉大学一例霍乱病例处置情况进行通
报，为回应社会关切，武汉大学根据该病例的相关情况答记者问。

■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