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嗝又称呃逆，是指由于膈肌、膈
神经、迷走神经或中枢神经受到刺激引
起膈肌发生痉挛性收缩，带动声门骤然
关闭，发出“呃”音的现象，多伴有胸
部、腹部或喉咙的轻微紧绷。

根据打嗝发生时间的长短，分为一
过性打嗝和顽固性打嗝。其中，一次性
打嗝最常见，一般没有明显的原因，通
常在48小时内可自行消失。顽固性打
嗝较少见，多与消化道及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有关，通常持续时间超过48小时。

打嗝的原因

1.不良的饮食习惯。进食过快、过

多或进食时说话，容易吞入过多空
气，刺激膈肌。饮用碳酸饮料、吃辛
辣食物或暴饮暴食，也可能刺激胃肠
道引起打嗝。

2.心理因素。焦虑、紧张等情绪波
动可能引起膈肌痉挛，导致打嗝。长期
的心理压力也可能影响胃肠道功能。

3. 胃 肠 道 疾 病 。 胃 食 管 反 流
（GERD）、胃溃疡、胃炎等胃部疾病可
能引起打嗝。

4.神经系统问题。中枢神经系统疾
病如脑卒中，可能影响膈肌的神经控
制导致打嗝。外周神经病变也可能引起
膈肌痉挛。

5.药物副作用。某些药物如镇静
剂、麻醉剂、抗抑
郁药等，可能影响
膈 肌 的 正 常 功 能 ，
引起打嗝。

缓解打嗝的方法

1.深呼吸。深吸一
口气，然后尽量长时
间屏住呼吸，有时可

以立刻止嗝。
2.喝水。大口地喝水或者连续小口

咽下温开水，有时可以有效止嗝。
3.转移注意力。进行绘画、运动等

活动，转移注意力，有助于缓解打嗝。
4.压舌。用干净的勺子或手指将舌

头压住，一般压一分钟左右打嗝就会停
止。

5.药物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一些药物，如巴氯芬、丁香柿蒂散等，

以缓解打嗝。
6. 按揉穴位。攒竹穴：位于面

部，眉头凹陷中，额切际处。点揉此
处能起到降逆止嗝的效果。呃逆点：
位于手背中指第二指关节横纹中点
处。点揉此处同样可以起到一定降逆
止嗝的效果。内关穴：前臂掌侧，腕
横纹上 2寸，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
腱之间。

张双双

打嗝是正常反应还是疾病信号

■专家链接
张双双，漯河市六院 （市心血管病医院） 康复医学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颅脑损伤分会委
员，河南省医学科普学会康复分会常务委员，省康复医
学会颅脑损伤康复分会、省康复医学管理分会委员，漯
河市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她曾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郑
大一附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并多次
参加省内外康复专业学术会及培训班，擅长治疗脑血管
病、脑外伤、脑肿瘤及周围神经病引起的面瘫、偏瘫、
失语、吞咽困难以及骨关节术后功能障碍、颈肩腰腿痛
等，先后被评为漯河好人、漯河“十佳市民”、市医德先
进个人、市青年岗位能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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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图说图说 闻闻

11月12日，漯河市妇幼保健院（市三院）开展气管插管理论及操作培
训。 胡江帅 摄

近日，市中心医院和市超声医学工程学会组织专家到召陵区老窝镇
支毛陈村开展义诊暨急救知识宣传活动。 张 岩 摄

本版组稿：李永辉 王夏琼

■专家链接
赵勇，漯河柳江医院 （源汇区柳江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业务副院长、微创泌尿外科主任。他
先后在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人民
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修，是河南省健
康管理学会泌尿系结石病防治分会第一届委员会
委员，被评为漯河市“优秀百名医师”、健康河
南基层好医生、河南省卫生健康基层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等。他擅长肾、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结石
腔内微创碎石取石术及前列腺增生、膀胱肿瘤等
疾病的腔内微创手术治疗。

当前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情况如何？
为何有家长感觉孩子越来越容易得呼吸
道疾病了？冬春季怎样更好守护“一老
一小”呼吸道健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
处副研究员彭质斌介绍，当前，我国已
建立针对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
15种常见呼吸道病原体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哨点监测，能够及时掌握传染病流
行趋势和病原谱构成，有效促进临床救
治和疫情防控。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
内科副主任医师于磊介绍，冬春季孩子
易患呼吸道疾病是一个多因素交织的复
杂问题。肺炎支原体作为一种常见呼吸
道病原体，其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

播，感染者是常见的传染源。目前已有
多种抗支原体药物应用于临床且疗效
不错，家长不必过于担心。如果出现病
情迁延不愈或体温持续高于38.5℃等情
况，建议家长带患儿前往医院就诊及评
估，遵医嘱用药，切忌在家盲目用药，
延误患儿病情。

于磊说，“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可通
过以下措施来做好预防：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如勤洗手、咳嗽或打喷嚏时遮
住口鼻；增强体质，保证充足的睡眠，
注意营养均衡，提高身体抵抗力；在疾
病高发季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
所，特别是空气流动不畅的密闭场所；
减少接触出现呼吸道症状的人，接触时
注意个人防护；保持环境清洁卫生，做

好室内通风换气。
彭质斌说，为了有效降低孩子在这

一时期的呼吸道感染风险，家长可采取
定期开窗通风、增加孩子营养摄入、避
免带孩子去人群密集场所等措施。

同时，建议加强对儿童、基础性疾
病患者、老年人群等高风险人群的疫苗
接种。家庭要积极做好健康监测，对重
症高风险患者及时救治，尽可能预防发
病、减少重症及死亡病例发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邹本良说，穴位贴敷可以刺激穴位，通
过经络传导，调节脏腑气血，增强机体
的抗病能力，预防和减轻呼吸系统疾
病，可以选用白芥子、细辛、甘遂等药
物制成药贴，贴敷于肺俞、膏肓、膻中

等穴位。这些药物多有温肺化痰、止咳
平喘的作用，而肺俞穴能调节肺脏功
能，膏肓穴对治疗各种虚劳疾病比较有
效，膻中穴则能宽胸理气。

药膳食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呼
吸系统疾病。冬季食用以川贝母、雪
梨、粳米等制作的贝母雪梨粥，有润肺
止咳、清热化痰的功效。

此外，在中医看来，艾灸可以温阳
散寒、补肾益气。专家介绍，冬季可取
足三里、大椎、风门等穴位，每个穴位
艾灸15分钟至20分钟，以皮肤微微发
红为宜，每周2次至3次，可有效预防呼
吸系统相关疾病。需要注意的是，过敏
性哮喘患者应谨慎使用艾灸，以免诱发
哮喘。 据新华社

如何守护“一老一小”呼吸道健康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
常见恶性肿瘤。我国一直致力推动
宫颈癌防治工作。在宫颈癌防治的
二级预防中，开展宫颈癌筛查和对
筛查异常者进行分流是重要的管理
环节。下面就有性生活的女性宫颈
癌筛查最佳时间和频次进行详细讲
解：

普通人群的筛查

筛查年龄。25岁至64岁的已婚
女性每5年进行一次HPV单独检测
或联合筛查，或每三年进行一次细
胞学检查。65岁以上女性，如既往
有充分的阴性筛查记录（即10年内
有连续三次细胞学或连续两次的
HPV或联合筛查且最近一次筛查在
5年内，筛查结果均正常），并且无
CIN、HPV持续感染以及无因HPV
相关疾病治疗史等高危因素，可终
止筛查。65岁以上的女性，如果从
未接受过筛查，或65岁前10年无充
分阴性筛查记录，或有临床指征
者，仍应进行宫颈癌筛查。

特殊人群的筛查

25岁以下高危女性。如存在多
个性伴侣、过早性生活、感染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HIV）以及吸烟等
高危因素，建议性生活开始后一年
内进行筛查。

妊娠期。对于从未接受过或
未进行规范宫颈癌筛查的或恰好
到需要再次筛查的女性，建议在
孕前检查或第一次产前检查时进
行筛查。

子宫切除术后。因宫颈癌前病
变行全子宫切除的女性每年应进行
联合筛查，若三次均为阴性，延长
至每三年进行一次筛查，持续 25

年。对于因良性子宫疾病切除子宫
的女性，若无可疑阴道癌临床症状
或体征，不常规进行筛查；若有临
床可疑症状或体征，建议联合筛查。

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实体器官
移植者、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者、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等，建议有性
生活的女性一年内开始筛查，每三
年至五年筛查一次。筛查结果为阳
性或宫颈病变治疗后，筛查频次为
一般人群的2倍。血液病患者进行
造血干细胞移植前应进行常规联合
筛查。

HPV疫苗接种后仍应定期接受
筛查。 马艳美

宫颈癌筛查的最佳时间和频次

■专家链接
马艳美，市中心医院主治医

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2014 年从事妇
产科临床及教学工作至今，擅长
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的
诊治，如妇科内分泌疾病、异常
子宫出血、盆腔炎性疾病、子宫
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异位妊
娠等的规范化诊治。

11 月 11 日，市中医院组织医护人
员到漯河医专新校区开展膏方文化进校
园活动。漯河医专在校师生体验膏方现
场熬制、中药现场炮制和特色疗法体验
等中医特色服务，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
特魅力。

在膏方制作、中药炮制区，市中医院
药学部团队进行膏方熬制以及中药王不留
行、消食山楂丸的现场炮制。同学们在药
师的指导下参与中药王不留行的现场炮
制。炮制后的王不留行爆开白花、口感
独特，大家纷纷品尝。

在中医义
诊区，该院副
主任中医师彭
壮、主治中医
师李佳亲自坐
诊，同学们排
起了长长的队
伍体验中医号
脉等特色诊疗
服务。在漯河
医专学习的数
名外国留学生
在老师王瑾的
带领下纷纷前
来体验。彭壮
为斯里兰卡籍
留学生仝深平
把脉问诊后，

给予其合理的饮食建议和健康生活指导，
受到大家的称赞。

小小的耳贴、大大的能量。中医特色
疗法——耳穴贴压备受学生青睐。这些耳
穴贴压有缓解学习压力的、有调节睡眠
的，还有减肥、治疗青春痘的。张瑞、王
艳芳、张小月三名护士长一边听着学生们
的“诉求”，一边对症选取相应的穴位进
行耳穴贴压。主管中药师白冰向师生展示
了膏方制剂，并讲解中药的使用、中医药
与养生等知识，传播中医药文化。

朱晓晴

膏方文化进校园

很多泌尿系结石患者都会选择手术
治疗。那么，泌尿系结石术后需要注意
什么呢？为有效促进身体的康复，患者
应该多喝水、多运动，在日常饮食中不
要继续吃含有草酸钙的蔬菜，同时也应
该尽可能地减少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

此外，术后的当天和第二天应卧床
休息。有些全麻患者会在术后感到虚弱
或头晕，应该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逐步
恢复活动。

医生会建议患者术后增加水的摄入
量，以促进尿液产生，有助于排出残留
的碎石。

术后可能会有轻微或中度疼痛。医
生会开具适当的止痛药，患者应根据需
要使用，但应避免过度使用。

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应避免食用过
咸、过辣、过油腻的食物以及含高尿酸
的食物，如肝脏、肉类等，增加新鲜水
果、蔬菜和高纤维食物的摄入，有助于

促进形成健康的尿路环境。
术后的几天或几周内应避免剧烈

运动或提重物，以免增加腹部压力，
影响恢复进程。

术后为了预防感染，医生会根
据患者病情开具抗生素或其他药
物，预防或治疗尿路感染。如果患
者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
或者尿液出现浑浊等异常情况，应
及时就医。

泌尿系结石手术后留置支架管是
必要性操作，可以促进引流和预防输
尿管狭窄，切记术后按医生规定时间
拔出。

还需要观察尿液颜色，可能有血
尿。如轻微血尿可通过减少活动量，多

饮水缓解；若出现严重血尿，需要及时
到医院就诊。

留置输尿管支架的患者可能会出现
发 热 等 排 异 反 应 ， 如 果 体 温 大 于
37.5℃，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赵 勇

泌尿系结石术后需要注意什么

近日，市中医院被认定为国家
卫生健康委省部共建重点项目课题
组协助单位，首次参与中国中风病
注册登记研究项目。

在我国，脑卒中已成为国民第
一大致残和致死疾病。据统计，我
国每年有150万至200万的新发脑
卒中患者。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脑卒中风险评估与预警迎来了
机遇，而中医药是我国独有的具有

原创思维的医学科学体系，大数据
脑卒中临床研究为中医药防治中风
病临床研究提供了新的支撑手段。

该院将进一步围绕脑病领域高
水平研究前沿以及医疗技术创新发
展需求，将大数据手段与中医药相
结合，将信息时代医疗大数据应用
于脑卒中临床治疗，从而更好地减
少脑卒中发生风险，护佑人民群众
健康安全。 付菊花

市中医院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
省部共建重点项目课题组协助单位

诺如病毒是引起学校和托幼机
构等人群密集场所急性胃肠炎的主
要病原体，具有较强传染性和快速
传播能力，全人群普遍易感，且感
染后免疫保护时间短，冬季尤为高
发。如何预防诺如病毒？学校应该
如何应对？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疾控
中心相关专家。

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诺如病
毒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如摄入
污染的食物、水，接触了病人的排
泄物或呕吐物，或接触污染的手、
物体或用具，以及呕吐物或粪便产
生的气溶胶等。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牡蛎等贝类可以富集海水中的
诺如病毒，为高风险食物。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
病控制所副所长贾蕾说，人感染
诺如病毒后可导致急性胃肠炎，
一般在 12 小时至 48 小时出现症
状。最常见的症状是腹泻和呕
吐，其次为恶心、腹痛、头痛、
发热、畏寒和肌肉酸痛等。儿童
比成人更容易出现呕吐。

“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为自限性
疾病，病情轻微，通常持续2天至3
天，预后良好。但高龄老人、低龄
儿童或伴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恢复
较慢，个别病例有发展为重症的可

能。”贾蕾说，诺如病毒目前还没有
疫苗可预防，感染发病后也没有特
效药可使用，以补液和对症治疗为
主，但如果脱水严重就需要前往医
疗机构就诊。

专家表示，预防诺如病毒感
染，家长首先要教育孩子养成饭
前便后用香皂认真洗手的好习
惯。要注意使用消毒纸巾不能代
替洗手。同时要让孩子加强体育
锻炼、均衡饮食、规律作息，以
提高身体抵抗力。

另外，家长要提醒孩子，班
级内如有同学呕吐时，一定要在
老师的指导下迅速有序离开现
场，由指定人员在佩戴口罩、手
套等防护用具前提下对呕吐物及
污染场所、物品等使用含氯制剂
规范消毒，减少感染的可能。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示，学校应
制订传染病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
严格落实晨午检、缺勤登记、病例
追踪及复课证明查验等制度。要配
备充足、有效的消毒物资及个人防
护物资，定期对学校内公共场所如
教室、宿舍、食堂、卫生间，重点
部位如门把手、楼梯扶手、水池、
便器、电梯按钮等进行清洁及消毒。

据新华社

怎样预防诺如病毒

同学们品尝现场熬制的膏方。 朱晓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