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呼
吸道疾病的流行
季，普通感冒、流
感、新冠感染风

险增加。当出现疑似症状
后，人们更希望确定病原
体，抓紧对症用药。

不少地方推出上门检
测服务，不仅省时，还能保
护易感人群。但是，上门
检测病原真的靠谱吗？一
起来看专家怎么说。

社会·科普2025年2月13日 星期四

融媒编辑：章芳敏06 YONGKANG DAILY

发酵食物是
节后清淡饮食
的最佳选择

上门检测究竟有无必要，准确度
如何？

技术上可实现病因确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

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表示，
一次检测数百种病原体，从技术上而
言的确能实现。在呼吸系统疾病高
发季，上门检测的便利性值得认可。

呼吸道疾病表现相似，通常为发
烧、咳嗽、咽痛等，单凭症状很难确
诊。在这种情况下，上门检测使用便
捷、价格亲民，能快速确定病因，对于
及时治疗至关重要，有助缩短病程，
降低重症风险。

用于儿科降低交叉感染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

主任医师左慧敏也认可上门检测的

重要性，尤其是在儿科领域。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上门

检测通过骑手配送试剂盒和回收样
本，使家长可自行为孩子完成检测，
能减少带孩子往返医院的不便，同时
节省时间，在呼吸道疾病高峰期，还
有助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上门检测适合检测待定病毒感染
从准确性来看，医院常规进行的

血液检查只能提示是否有细菌感染
或炎症。

相比之下，上门检测原理多为核
酸检测，更适合检测特定的病毒感
染，如甲流病毒等，但准确性可能受
多种因素影响：

由于上门检测一般由患者或家
属自行操作，采样不到位的情况时有

发生。采样试剂盒包括咽拭子和鼻
拭子，若未能采集到咽喉深部样本，
或在咽部、鼻腔停留时间不够，可能
导致“假阴性”（存在病原体但未测
出）的结果。

运输过程中颠簸、温度变化、时
间过长、试剂被污染、第三方实验室
环境不利等，都可能影响结果。

被检测者自身因素也可能影响
结果，比如检测前服用抗病毒药物或
抗生素，会得出假阴性结果。

左慧敏表示，近期不少家长拿着
上门检测结果来门诊咨询，其中不少
准确度都存疑。

比如，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确
诊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另一个很快
出现类似症状，但检测结果为阴性。

呼吸道疾病流行季呼吸道疾病流行季
上门测病原靠谱吗上门测病原靠谱吗

最近，北京市民汪先生发烧后，
想起在网上看到过呼吸道病原体检
测服务，称“居家检测，足不出户”“12
种 病 毒 细 菌 一 次 全 测 ”，只 需 69.9
元。下单后，送检员送货上门，患者
自行取完咽拭子或鼻拭子，将采样盒
交给送检员，由其送至第三方机构，
约3小时后即可在小程序上查看检测
报告。

想到不用去医院人挤人，在家就
能快速知道感染情况，汪先生颇为心
动。但考虑到医院开展的多项病原
体核酸检测（约 10 种）要几百元，明

显的价格差异下，他又担忧：“比医院
覆盖全，价格又便宜，真能测得准
吗？”

有网友出于验证目的，记录了呼
吸道病原体居家检测全过程。结果
显示，即使没有进行实际采样，将棉
签扔入试管中，依然测出肺炎支原体
阳性。

联系客服后被告知，检测设备特
别灵敏，能捕捉到空气中的病毒。这
一解释引发广泛质疑：检测结果是不
是在“跟风”当前流行的病毒？

检测市场火热的背景下，各色产

品让消费者挑花了眼。大部分呼吸
道 病 原 体 检 测 产 品 仅 包 含 甲 流 病
毒、乙流病毒和肺炎支原体等病原
体，相比之下，一些机构推出的检测
似乎更“高大上”，号称一次性覆盖
几十甚至数百种常见病原体，不过
价格也随着检测病原体数量的上升
而水涨船高。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发现，一款产
品宣称可检测 32~219 种病原体，其
中32种病原体的检测费用为239元，
219 种病原体赠送耐药基因检测，价
格为609元。

上门检测便捷、快速，但如果报
告结果不准确则可能带来多重影响。

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比如感染了病毒，但检测结果为

阴性，可能耽误治疗。
以甲流为例，抗流感药物在感染

后 48 小时内使用效果最佳，患者若

误信检测结果，将其视为普通感冒，
可能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增加疾病扩散风险
假阴性结果可能让患者和家属

忽略防护，无意中将病毒传给他人。
可能引起药物副作用、耐药风险

假阳性结果同样有较多负面影

响。如果未感染病毒却检出阳性，患
者可能会错误用药，不仅难以起到治
疗作用，还可能引起药物副作用。

加之现在患者能通过电商平台
买到抗生素等处方药，若未经医生研
判自行服药，可能导致抗生素滥用、
错用，带来耐药风险。

（来源：“生命时报”微信公众号《发酵

食物，节后清淡饮食的最佳选择》）

大众应理性看待上门检测结果，
阴性可能为假阴性，阳性不一定是真
阳性，在拿到检测结果后，不可盲目
轻信，应结合自身症状和流行病学
史，考量其准确性。

若对结果存疑，最好到专业平台
进行在线问诊，或前往医院复核，必
要时采取进一步检查交叉验证，避免
自行用药。

上门检测准确度的提升需要各

方严格把关。
消费者应选择正规平台购买产

品，确保产品和第三方检测机构资质
达标；自行采样前，学习正确的操作
步骤，保证手法和部位准确，提升样
本有效性。

平台应对第三方送检员或骑手
进行培训，使其明白样本不同于普通
外卖，要尽量保持稳定状态、减少颠
簸，确保其在运输过程中不受破坏和

污染。
市场监管部门对于检测机构的

环境、仪器和操作人员资质要严格把
关，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编写也应
规范化，以便消费者、医疗人员能更
好地参考和解读。

（来源：“生命时报”微信公众号

《呼吸道疾病流行季，上门测病原靠

谱吗？》）

上门测病原 到底准不准

上门检测的优势和短板

结果不准 可能引起3种风险

如何让上门检测更“准”一些

春节期间，大鱼大肉、各种硬菜轮番

下肚，难免给肠胃带来负担。节后一些人

又开启减肥模式，选择节食或者用果蔬代

替正餐。

在营养专家眼中，节后调养胃肠、清

淡饮食的最佳选择是发酵食物。《生命时

报》邀请专家为你推荐3种发酵食物。

为什么节后推荐吃发酵食物？
过年期间大量摄入高能量、高蛋白、

高脂肪食物，对于人体消化系统、心血管

系统等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比如，肉类吃

多了可能引发血脂、血糖升高，肠道蠕动

减慢等。

年后多吃些发酵食物的传统，其实古

人早就实践过了。《诗经》中有“我有旨蓄，

亦以御冬”，这里的“旨蓄”即是用坛子腌

制的蔬菜，是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保藏

的。大鱼大肉后，推荐吃发酵食物主要有

6个理由：

有益肠道健康 发酵食品富含多种有

益菌，如酸奶中可能含嗜酸乳杆菌、双歧

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豆

豉中含枯草芽孢杆菌，纳豆中含纳豆菌

等。这些有益菌可以调节肠道菌群平衡，

有助维持肠道健康。

促进消化吸收 发酵食品制作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乳酸菌和酶类，后者如纤维素

酶等。这些成分能促进胃蛋白酶等消化

酶的分泌，帮助分解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使其更易于吸收。

帮助管理体重 发酵过程中，部分糖

会被转化为乳酸，有助减少脂肪堆积，促

进消化，对管理体重有积极作用。

营养价值较好 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一

些有益物质，例如，黄豆发酵而成的纳豆

富含维生素 B12、维生素 K2 和纳豆激酶

等，鲜奶发酵成酸奶后，钙、铁、磷等矿物

质的吸收利用率更高。

保护心脑健康 发酵的大豆中含有大

豆磷脂、大豆卵磷脂、大豆异黄酮等抗血

栓成分，有助预防动脉硬化，降低脑梗塞、

心肌梗死的发病风险。此外，甜面酱、酱

油、豆瓣酱等食品中，富含缩氨酸、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有助增强记忆力，对大

脑健康非常有益，但钠含量较高，应控制

好摄入量。

减少炎症反应 发酵食品能够提高维

生素、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改善消化功

能，增加肠道有益菌的数量。这些作用综

合起来，有助减少体内炎症。

尤其推荐3种发酵食物
发酵食品主要包括乳制品，如酸奶、

奶酪等；豆类，如纳豆、豆豉、豆腐乳等；蔬

菜类，如泡菜、酸笋等；主食类，如馒头、面

包等；调料类，如醋、鱼露、酱油等，其中 3

种尤其适合节后吃。

无糖酸奶 节后肠胃急需调理，无糖

酸奶富含蛋白质、钙和大量有益菌，再合

适不过了。建议每天摄入 300-500 克，

可与新鲜水果混合，不仅营养丰富，还能

让口感更好。酸奶中的乳酸和短链脂肪

酸有助改善胰岛的敏感性，对维持餐后血

糖稳定有积极作用。

纳豆 纳豆是煮熟的黄豆经纳豆菌发

酵而成，富含枯草芽孢杆菌、大豆激酶、维

生素 B12、维生素 K2、钙和蛋白质等营养

成分。它不仅能降低胆固醇，还可保护大

脑和心脏健康，有益节后调整身体。建议

每天摄入40克左右，素食者可适当增加。

泡菜 泡菜富含乳酸菌、膳食纤维，独

特的酸味能够开胃解腻，非常适合节后食

用。除了直接当下饭小菜，还可以将泡菜

切块，与土豆、胡萝卜一起煮成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