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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 感 冒 有 希 望 治 愈 吗

张 苗译 张萦洞校

众所周

见病之一
,

感冒是最使入烦脑的常 刘鼻病毒是有效的
。

两个已报道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
,

有

月时间
,

这种老说

布元
一

守老说法
,

甲了台厄
它

,

七天困也会 自行
我们无力治疗或预 防
所有药师都确知咳嗽
我们食价州望油最好沪
毛圣某些症状

。

,

为什么在这问题上
但仍没有治愈或预防

效的控制普通感冒还是可行的
。

尹 第一个研究是在澳大利亚阿德菜德市进
利

’

行的
。 “

这项研究从  年 月到 。月在
个该市郊区家庭中进行

。 ’

每个家庭都保持家

址管对

通知不是

口卜往廷多
了

普
盯

班网法描么

庭全部成员连续的呼吸道症状的记录
。

当任
何一个家庭成员发生感 冒症状时

,

其它合格

年汽全研究努力
,

但 从这些努力中已得知了许多
己确定感冒由病毒感染所致

。

的成员 健康并大于 迄岁
,

将开始一个为
期 天的实验方案

, 包括每天向鼻 内 喷 雾
一之一干扰素 万国际单位

,

或者是外

。

儿冒就问冬臼

要失感冒需疗有消感及治已

万法
。

例如
,

表家忿

季

有 。介 多种不 司血清型灼病毒能弓
中少

、

邵份病毒 灵于拈浓病澎
、

舀

病毒
、

冠状病券和微小病森旅
” 犷 成人普通感

’

国由鼻病毒引

起 感 冒
瑞我浓病灌

同样的安慰剂
。

随机抽样的方法保证同一
味中所有用药人员每次将用同样制品 一

约在 一干扰索或安慰剂 直到实验结束
。

天
、

趣 价是引起感 留价病毒随一 年 扩 复实验
。

了勺用药过程不可多子每三周次的反
目的是发现是否在应用有效制品的

、

病人年龄和其它 因索沙不周
二汀改变

。

而主要点在于有很冬种病毒侵入人体
,

使
感冒经常复发

,

因为乡果 由某一特殊病毒引
的感 目使人体的免疫系统发生反应对抗这
病毒

、

但此抗体对李它病毒却无 防 护 作
用

。

这就是有关制浩疫 苗来对抗撼冒出现的
问题 一另一个问题袄是对特是病毒杯免道力

那些人将会比用安慰剂的人感冒或感冒症态
少一些

。 ”

在试验期间 个家庭中的所有
户
、

中用了 次干扰素喷鼻疗程
,

名成
同时在对

照组 个家庭的 名人用 了 次安慰剂疗
程

。

获得的结果表明
, 而用 一 一 干扰 素

者比用安慰剂者出规的鼻症状夭数要短
并不
苦拿算袭霍管

、。, 常见
,

关于它 传说

也广泛产生
。

有许多人认为它与寒冷气及冷
,

但经对照实验证明
,

暴露于冷空
中并未提高感冒的发病率

。

感冒的

及局限性呼吸道疾病发作次数要少
”

“
遭受鼻病毒感染的干扰索用者其症状

天数要比对照组少 而局限疾病要少 光
。

作者提出的不 良反应是
“ 一 一

千扰 素
耐受 良好

,

并且轻微鼻出血的发生率

护,  诵,,绍
月

季节性可能与其它因素有关
。

另一地区的调查研究是想了解感冒病毒
怎样从一六传播到另一个声

、 。

已积累的证据

拐示
,

接触
, 昙竺

豆感冒口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密切
污是通过感染 者 从 呼 吸 道 排 出

物 的 远 距
自

‘

手到易感

离传播
。

病毒的传播通过感势老
染者灼手

,

然后易感染者用已污
染灼手将病毒种谊到他的结合膜或 鼻 粘 膜

。

这表明
,

基于这个资料应有可能发展降

低感冒病毒感染价方抓
。

经常洗手及在平上
运用抗病毒物质将会降低传染的频度

。

在实
践 中这种办法还设能得到很好 的效果

。

另一
方面提倡在接触了症状明显的感染者后洗手
看来是个好建议

。

这样就使得我们去考虑抗病毒 物 的 应
用

。

云绝被
到目前为止
证明是有效

,

已试用的抗病毒物质都没

井小 囚重复治疗而增高
。 ”

第二个研究是在美 国进行
,

基本得出相
的结果

。

两项试验使用相同剂量 的同一药

总之
,

得出的结果表明
, 一 一

干扰 素
在预防由鼻病毒引托的誓涌威冒 时药为
归有扮率

。

但官不能而防中且它扁表引扼的
咸冒

,

因为对所有感冒的预防率约在 左

咋
。

此可以结论说 在传染普通感冒的高
中并确有较多的感冒可能由鼻病毒引

象早秋感冒 的情况下
,

短 期使用经鼻
喷雾干扰素也许是可行的预防法

。

对
·

于非鼻
病毒引起的感冒的预防及鼻病毒

,

感冒的治

疗
,

有待于进一步的医学研究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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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在体外被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