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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玛茜品牌的生
产商法国卡思黛乐集团，与中国
市场运营商建发酒业，携手举办
玛茜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十周年
庆典，并发布象征双方合作十周
年的“玛茜十周年典藏纪念酒”。

据了解，玛茜品牌由法国卡
思黛乐集团于1998年创立。玛
茜也是进入中国市场最早、最成
功的法国葡萄酒品牌之一。
2006年，建发酒业签约成为玛茜
中国市场品牌运营商。据建发
酒业总经理陈旭光披露，玛茜品
牌进入中国不到一年就被市场
接纳，在过去的十年里，玛茜品
牌在中国市场的累计销量超过
3000万瓶，而其中2015年的销
量则更是达到了400万瓶之多。

在谈及玛茜进入中国十年来
所取得的市场业绩时，陈旭光表
示，法国葡萄酒在整体品质和风
格多元化方面的显著优势，向来
被中国普通消费者广泛认可。因
此，玛茜品牌丰富的产品线和尤
为过硬的产品品质，为该品牌的

市场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玛茜在产品领域

里还保留着一项独有的优势。卡
思黛乐集团全球葡萄酒业务总裁
阿兰·卡思黛乐介绍说：“玛茜品
牌是法国‘地区品牌酒’的开创
者。这类产品选用法国各大产区
有代表性的单一品种葡萄酿造，
在产区传统与大众口味之间建立
起了微妙的平衡，也由此形成了
玛茜品牌独树一帜的产品风格。”

而在当代中国市场，法国葡
萄酒总体上来说仍然是一种舶
来品。它拥有一套庞大的专业
知识和文化体系，但普通消费者
要完全掌握这一体系毕竟是需
要时间的。如果要求他们像专
业品酒师一样快速觉察出复杂
而细微的配方差别，未免就脱离
了中国的市场实际。

“中国消费者需要的是拥有
鲜明识别特征的优质产品，让他
们仅凭借自身体验，就能清楚、
明确地‘辨认’出自己所喜爱的
那款葡萄酒。”陈旭光认为，作为
法国“地区品牌酒”的标杆，玛茜
所提供的正是这样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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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贸iapm商场一直以高端
时尚及潮流作为市场定位，配合
本地高端生活文化，打造成为沪
上首个糅合“品味生活杂志”及

“夜行消费购物”模式于一体的
i世代高端潮流商场，为追求高
端时尚品味的顾客提供最新、最
潮的多元化购物体验。

在今年秋冬来临之际，iapm
商场率先上演鲜活跳跃与雅致
摩登的华丽大片，别出心裁的个
性设计、突破潮流界限的玩味元
素，都能在商场多间创意潮流品
牌店内一览无余。比如，范冰冰
御用造型师卜柯文自创品牌

Chris by Christopher Bu 打出
“时装美白”的概念，用的都是让
皮肤看起来更白的面料和颜色；
潮流女装品牌 Club Monaco 大
玩荷叶边、褶裥及立体感。

MAX&Co.女性的着装十分随
性，打破规则限制，随心所欲地混
搭各种印花图案和面料纹理。奢
华的面料，匠心独具的细节和考
究的剪裁为浪漫复古风平添了
精致细腻的都市风范。同时还
有I.T.旗下的强调中性硬朗风配
合修身剪裁的5cm与以少女时装
为设计主导女装品牌b+ab，均呈
现了兼具创意与潮流元素，演绎
2016秋冬季摩登与活力，为iapm
商场开启潮流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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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电动车
研发、生产及销售大国。在近日
举办的第34届国际自行车电动
车及零配件展上，以“低碳环保”
作为新产品核心技术的产品受
到市场热捧。有来自海内外的
600余家车企及配套企业携新
产品亮相此次展会的5800个展
位。

海内外众多电动车企业纷
纷展示出汇聚最新技术的产品，
成为此次展会的重要看点。来
自广东台铃集团的台铃电动车
展位人头攒动，展台上台铃云科
技系列电动车等集中了当今中
国最新技术，现场演示引得众人
围观。

据台铃集团副总裁、C-One
总设计师孙木楚介绍，他们的最

新产品有三大创新亮点：首先是
照明系统的创新，采用 LED 灯
珠，亮度达3万坎德拉，是电动
车的3.52倍，摩托车的2.14倍，
最远可照达100米，寿命长达3
万小时，保障了骑行的安全；其
次是电气系统的创新。

此外，采用一体充电器和收
缩充电线，与车身合二为一，防
水、防尘，充电故障降低50%以
上，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的安全系
数，领先于市场上同类产品。

操控系统也有创新，独有的
HOME键开启整车电源，多功能
集成开关，点触式结构，小电流
启动，实现对转向灯、远近灯、自
检修复等8大功能的操控。而
行业首创的触控式仪表，采用先
进的感应芯片隔膜技术，以及曲
面高亮锐面面板，实现了多媒体
的可视化，操控也更加便捷。

低碳环保成为电动车展亮点

■资讯

环贸商场演绎秋冬服饰潮流

玛茜进入中国10年举行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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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简称Hp，是存
在于人胃黏膜层的一种重要致
病菌，现已有研究表明，幽门螺
杆菌可以通过人与人的口-口
传播，近几年随着健康意识的
增加和许多单位福利的提高，

体检中常常会增加幽门螺旋杆
菌检查这一项。于是，便有不
少人被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
性，拿到报告单的一刻，许多人
的心就开始七上八下，对于幽
门螺杆菌到底该不该治，是否
会导致胃癌，是否能彻底治愈
等等问题都流传着各种传言。

对于幽门螺杆菌也无须谈
之色变，在近日举办的第十六
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上，
有专家主张，对于幽门螺杆菌
感染，既不要懈怠，也不要夸
大，只要能够规范有效地治
疗，幽门螺杆菌治愈率将大大
提高。

小何最近来到医院，因为
自己幽门螺杆菌已经治疗了三
次了，还没有根治，他非常焦
虑，吕农华对小何进行了Hp的
培养和药敏实验，发现果然原
来用过的三种抗生素已经产生
耐药了，于是吕农华先让小何
停药了3个月，意在提高Hp的
敏感性以后重新启动治疗。三
个月以后，吕农华给小何换了
两种敏感的抗生素，治疗14天
之后成功根除。因此，吕农华
指出，耐药率的上升导致了幽
门螺杆菌根除率的下降，而治
疗不规范是我国耐药率上升的
重要原因。

90年代的幽门螺杆菌根治
率达到90%以上，到现在已经下
降到70%以下。“目前我们国家
正在用于治疗幽门螺杆菌的抗
生素一共有六种，三种已经有
耐药性，另外三种是敏感型
的。我们在治疗时，选用敏感

的抗生素，加上PPI和铋剂的四
联，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率就能
达到90%以上。”吕农华再次强
调了规范治疗的重要性，“可能
因为用药简单，各级医院的医
生觉得都能治，但关键没有规
范有效地治。全中国有超过
200万的医生，规范起来的确有
困难。”吕农华打了个比方，“比
如乙肝是终身治疗，药用不好
的话除了耐药，更有肝功能损
害；炎症性肠病的治疗通常会
使用到激素，副作用很大，大家
也不敢贸然随便治。但幽门螺
杆菌相较于这两种热门病而
言，疗程短，更容易根治，失败
了表面上也没有严重的后果。
正是这种‘可以再来一次嘛’的
懈怠心态导致了大家一而再再
而三地反复治疗。”

幽门螺杆菌的复发也是导
致反复治疗的一个原因。在西
方发达国家及发达地区，复发

率很低，平均每年的复发率仅
为2-3%，而在欠发达地区，复发
率可高达每年 10-13%。复发
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因为
根除不彻底，残留在体内的少
量细菌死灰复燃，这种情况多
发生在治疗成功后的1年内；第
二种情况是再次感染了新的幽
门螺旋杆菌。这两种情况都存
在，在发达国家，以前者为主，
在欠发达地区，通常是后者占
主导地位。

还有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
原因，导致治疗无效的可能是
由于个人的对药物代谢程度不
同。每个人基因不同，有些人
代谢非常快，治疗的药物进入
体内后一下子就代谢掉了，药
的起效和维持的时间比较短。
吕农华补充，“这就需要通过基
因的检测，判断一下是否属于
代谢快的人群，如果是的话，PPI
就需要加量。”

小王今年34岁，平时身体
健康，也没有胃部不适的表现。
一周前其爱人小刘因为十二指
肠溃疡并出血住院治疗。医生
说小刘的病与一种叫幽门螺杆
菌的细菌感染有关，小刘需要接
受HP根除治疗。小王此前曾听
说过Hp不仅可以传染，而且还
与慢性胃炎、胃或十二指肠溃疡
甚至胃癌有关。为此，小王也很
担心自己，于是要求做胃镜及Hp
检查。结果小王的 Hp 检测阳
性，证实她感染了HP，但她的胃
镜检查仅提示慢性浅表性胃
炎。但医生说小王并不一定需
要接受HP根除治疗，我国国内对
于幽门螺杆菌必须治疗与否也
存在着各种意见。

2015年发布了《Hp胃炎京

都全球共识》，把Hp胃炎定义为
感染性疾病。《共识》强调，所有
感染Hp的个体都需要接受根除
治疗，除非有其他禁忌症或其
他考虑。一项流行病学调查表
明，Hp感染可使胃癌发病危险
性倍增，诱发癌前变化，是萎缩
性胃炎、肠化生的主要原因。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吕
农华接受采访时表示，“幽门螺
杆菌感染是胃癌最一致的危险
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胃癌
的发生还与遗传、饮食习惯有
关。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根除
Hp可减低胃癌发生的风险。感
染了幽门螺杆菌不要紧张，在
胃黏膜未发生萎缩和肠化前根
除Hp几乎可以完全预防肠型胃
癌的发生。”我国一项随访期长

达15年的研究显示，根除Hp可
将胃癌发生风险降低39%。

有胃癌家族史的人属于胃
癌发病的高危人群，去筛查幽门
螺杆菌非常有意义，若查出是阳
性应尽快根治，可以降低胃癌的
发病率，吕农华强调，“中国是Hp
感染的高发地区，感染人群接近
7亿。Hp的感染与慢性胃炎和
消化性溃疡有关，并且被认为是
胃癌和 MALT 淋巴瘤的危险因
素，根除治疗很有必要。治疗之
后的利大于弊。对我们已经感
染的个体而言，减少了胃癌的发
生风险；同时对整个社会而言，
根除 Hp 就等同于减少了感染
源。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不要
再纠结要不要治，而是如何规范
有效地治疗。”

第十六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近日举办

规范治疗提升幽门螺杆菌治愈率

抗生素耐药性导致了反复治疗？

[关注一] 幽门螺杆菌杀还是不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