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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起消化道疾病的主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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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合理选择药物进行治疗有指导意义'本组对

部分阳性儿童采用短疗程,三联疗法-$西咪替丁&阿

莫西林&洛赛克%进行干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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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在幼年时可带菌至成人&自然

清除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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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儿童期能及时的检测及治疗&

将对降低儿童乃至成人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起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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