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核病防治知识要点

一、结核病是什么？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常见的慢性传染病。除了头

发和指甲外，身体任何其他部位，如淋巴结、骨骼、关节、皮肤等都

可以被结核分枝杆菌侵犯，但最常侵犯的部位是肺部，称为肺结核。

那么，肺结核有哪些危害呢？肺结核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仅会影

响人体健康，而且影响生活、工作，甚至危及生命；同时，还有可能

传染给身边的人。所以，一旦患有结核病，一定要早治疗。

二、结核病怎么治？

1.治疗地点

肺结核患者要在所在地结核病定点医院或结核病防治所接受规

范检查和治疗。有咯血的肺结核可疑症状者，还可以免费提供痰涂片

及痰培养检查。另外，已经登记的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可以免费获

得 X线胸片、痰涂片、痰培养及肝肾功能检查，并免费获得标准方案

中的抗结核药物。

2.治疗周期

初治肺结核规范治疗时间一般为 6个月，复治肺结核一般为 8个

月。只要按医生的要求服药，坚持治疗至少 6～8个月，大部分患者

可以治愈。



3.治疗方法

化学药物治疗（简称化疗）是治疗结核病最基本的方法，抗结核

药物有 20余种之多，目前常用的抗结核药物包括异烟肼、利福平、

乙胺丁醇、吡嗪酰胺、链霉素，这也是国家免费提供的治疗药物，这

些药物抗结核作用最强，不良反应相对少。

4.治疗原则

结核病的治疗必须遵循“早期、规律、全程、联合、适量”十字

原则。

早期：就是早诊断、早治疗，早期治疗有利于疾病的恢复，更有

助于减少排菌患者对周围人的传染风险。

规律全程：指的是要在结核病专科医生指导下用药治疗，只有规

律用药才能有效杀灭结核菌；如果治疗不规律，间断用药，容易造成

耐药，治愈率将大幅度降低。在服用抗结核药物 2～3 周后，临床症

状缓解或消失，但是仍然有少部分结核菌存活，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自

作主张停药，只有坚持用药治疗满疗程才有可能充分杀灭体内的结核

菌，取得治疗的成功，减少复发的风险。

联合适量：由于结核菌是一种很容易产生耐药的细菌，所以抗结

核治疗需要多种药物联合使用，既能增强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又可

避免耐药产生。同时为防止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影响疗效，必须遵循



医嘱服药，那是医生根据患者的年龄、体重来计算的，自己不能擅自

增加或减少药量。

5.私自停药/间断服药后果很严重

目前我国结核病实施直接面视下的短程督导化疗，也就是由医生

或家人看着病人服药，确保不漏服药、不间断服药。如果患者不听大

夫的话，私自停药或间断服药会导致治疗失败、疾病复发，甚至可能

产生耐药。一旦成为耐药肺结核，治疗时间需要 18～24 个月，甚至

更长时间，治疗费用比一般肺结核高十倍以上，而且治愈率较低，甚

至可导致死亡。如果传染给其他人，被感染者一旦发病也是耐药肺结

核！所以，一定要遵从医嘱，不能根据症状的有无来决定用药与否。

6.出现不良反应怎么办

在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下降、皮肤瘙痒等情

况，一旦出现不适症状，需立即到医院就诊，在结核病专科医生指导

下调整治疗方案。

三、如何预防感染结核病？

1.如何防止传染给其他人

肺结核病人咳嗽、咳痰、打喷嚏，或者大声说话的时候，会把带

有结核菌的飞沫播散到空气中，这些飞沫被周围人群吸入将会造成感

染。传染期肺结核患者应该停工、休学，隔离治疗，独居一室，尽量

避免去公共场所，尤其是封闭场所。传染期的患者去公共场所时应主



动佩戴口罩，要养成不随地吐痰的卫生习惯，用纸将痰包起来进行焚

烧。病人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或肘部掩住口鼻，避免直接面对他

人，减少结核菌的传播。

2.如何避免被传染

如果我们身边有结核病患者，应该如何避免被传染呢？

第一，接种疫苗，这是一个预防疾病的很有利的武器，我们国家

的政策是在新生儿时免费接种卡介苗，这可以有效预防儿童重症结核

病的发生，但仍不能完全避免被传染。

第二，房间要经常开窗、通风，尤其是人员密集的场所，比如教

室、集体宿舍等。

第三，当要进入较高危险场所时，比如医院、结核科门诊，建议

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第四，虽结核病是一种传染病，很多人都被感染结核菌，但被感

染者一生发生结核病的几率为 10%。发病与否与机体的免疫力密切相

关，所以，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做到饮食均衡，劳逸结合，

保证足够的睡眠，保持愉悦的心情，增强自身免疫力；一旦患有影响

免疫力的疾病，一定要定期筛查结核病。

3.家庭预防

如果家庭中有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需采取适当的消毒、隔离措施。

病人最好独居一室，患者的餐具经常用水煮沸，衣服、被褥可在太阳



下暴晒。使用 70%的酒精、0.5%的“84”消毒液擦拭物品也可以杀灭

结核菌。房间要经常开窗通风。密切接触者如果出现咳嗽、咳痰超过

2周，或痰中带血，必须立即去结核门诊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