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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我国多地医疗机构接诊
的热射病病例不断增加。什么是热射
病？如何科学防治？哪些人群更需要高
温下的关爱？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调
研。

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尽
早识别热射病

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危害
大、死亡率较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
师王军红说，炎热酷暑、高温高湿环境
中，人体产热与散热调节功能失衡，

“冷却系统”崩溃，核心温度迅速升
高、超过40℃，大脑“宕机”，出现谵
妄、惊厥、昏迷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
这是热射病的发病机制和症状。

热射病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

一个渐进过程。防治的关键在于“早发
现、早降温、早送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常务副主
任李晓晶介绍，中暑分为先兆、轻症、
中症和重症中暑等阶段。先兆中暑时头
晕、乏力、大汗、口渴，此后如体温升
高、出现发热但没有意识转变，则进入
轻症中暑阶段，若不加干预会导致高热
并伴有四肢抽搐、意识障碍。对于先兆
和轻症中暑，应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
通风处，解开衣物，用冷水或湿毛巾擦
拭身体，并补充含盐分的饮品。

“一旦发生疑似热射病症状须立即
就医，在等待救护车时可用冰袋敷于颈
部、腋下等，帮助快速降温。”李晓晶
说。

而从中医的视角来看，正气不足、
外感暑热导致中暑，湿邪也是发病的关
键因素。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
与重症监护病房主任黄烨指出，中暑
后可选取合谷、人中、内关等穴位进
行针刺，同时可点刺十宣穴放血以泄
热醒神；或用刮痧板反复刮患者颈背
部及四肢屈侧，以皮肤出现痧痕且患
者能耐受为度，帮助疏通经络、散热
解暑；还可根据中暑情况选用清热解
暑类中成药。

关注“高危群体”：“避
晒补水”是关键

某些职业人群面临更高的中暑风
险。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交警、快
递员等露天户外劳动者因长时间暴露
在高温环境中，成为热射病的“高危
群体”。

“避晒补水”是关键。北京市疾控

中心研究员杨鹏提醒，劳动者应及时关
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工作量和作息时
间，避免高温时间露天作业，或适当减
少高温时间的工作量；在工间休息时尽
量在阴凉处休息，多喝水。

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及孕
产妇也是“重点保护对象”。北京儿童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荃提醒，
这些人群要尽量避开高温高湿环境，
儿童尽量在早晨或晚上选择阴凉处进
行户外活动，孕妇和老年人尽量待在
凉爽的室内，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应
适量饮水。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封闭车厢
热射病”事件频发。李晓晶特别提醒，
夏季露天停放的汽车内，温度10分钟
即可飙升20℃。儿童被遗忘在车内，极
可能在短时间内遭遇致命风险。

据新华社

当心“高温刺客”！别不把中暑当回事

炎炎夏日，开空调成为不少人解暑
纳凉的首选。然而，近日“男子吹空调
肺‘白’了一半”却成了微博热搜话
题。经过医生确认，该男子患上了由军
团菌引起的军团菌肺炎。军团菌肺炎是
什么病？为什么吹空调会患上军团菌肺
炎？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症状较普通肺炎更急更
重

军团菌肺炎是由军团菌感染引起的
非典型肺部炎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冬红介
绍，相对于普通肺炎，军团菌肺炎比较
特殊，往往会引发更急更重的症状，造
成重症肺炎的概率也比较高。

普通肺炎一般都会伴有发烧、咳
嗽、胸痛等症状。但是军团菌肺炎除了
会出现上述呼吸道的症状外，还伴有全
身多系统的损伤，比如出现消化道的症
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等；还可能
出现神经系统的损伤，比如神志不清甚

至昏迷。此外，有的患者还会有肝肾功
能的损伤、电解质异常等表现，也会伴
有头痛、肌痛等全身症状。

军团菌常“藏身”空调
或热水器中

“军团菌肺炎感染具有较强的季节
性，夏季和初秋是高发时节。”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医师王玺告诉记者，军团菌尤其喜欢在
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滋生，适宜在25摄
氏度到42摄氏度的温暖环境中生长，
其最佳生长繁殖温度为 35 摄氏度左
右。中央空调冷却塔的进出水温度一般
为32摄氏度至37摄氏度，很适宜军团
菌生长繁殖。该菌污染冷却塔之后，会
以气溶胶形式从排风口溢出，造成室内
空气污染。人体吸入被污染的空气，就
可能导致军团菌肺炎。

王玺提醒，除了空调之外，天然或
人工的水源、人工冷热水系统、淋浴喷
头、加湿器、温泉还有潮湿土壤和肥料

之中也会滋生军团菌。

常规抗生素类药物治疗
无效

杨冬红表示，军团菌肺炎的病情程
度往往由两种因素共同决定：一是病患
吸入气溶胶的量。二是病患自身免疫力
状态。如果吸进被污染的气溶胶载量比
较大，同时患者免疫状态比较差的情况
下，就可能引发重症军团菌肺炎。军团
菌肺炎的易感人群主要包括50岁以上
的中老年人，长期吸烟以及长期酗酒人
群，慢性心、肺、肾病等基础疾病患
者，免疫抑制患者等，男性多于女性。
由于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军团菌肺炎的
疫苗，因此主要以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为主。

做好家电清洁消毒，“抵
御”军团菌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医师王玺提醒，预防军团菌
感染需要做好家用电器的清洁与消毒工
作。

使用空调前要进行清洗。对于空调
顶部及出风口、过滤网等积灰严重或是
冷凝水产生的部位，应使用专用消毒剂
清洗，并尽量保持干燥。

家用的储水式热水器可以定期提
高水温进行杀菌，把水温提高到 60
摄氏度以上，军团菌就不易存活。
长期不使用的情况下，最好把管道
内的水都排空。要注意清洁过程中
戴好口罩，保持室内通风，防止可
能被污染的气溶胶吸入肺中造成感
染。

淋浴喷头也需要定期清洗，避免
由于堵塞而产生的死水存在内部。加
湿器如果长期不使用，也需要把内部
的水倒掉，保持干燥状态，避免造成
人工的水体环境，给军团菌的滋生提
供温床。

同时，室外的水池也需要警惕。
据《科技日报》

夏季开空调须小心军团菌肺炎

防暑降温 安全度夏

6月25日，漯河市2025年度
脑卒中暨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筛查
与干预项目培训会在市中心医院
举办。本次培训会由市卫生健康
委主办、市中心医院协办，旨在
有序推进我市脑卒中、心血管病
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工作，
进一步降低我市脑卒中、心血管
病发病率和致死率。

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市脑卒
中、心血管病筛查工作取得的成
绩，客观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
就做好今年的筛查工作提出了四
点要求：一要高度重视，加强协
作。严格按照2025年项目方案和
技术指南实施项目，总结经验教
训，学习先进做法，创新工作方
式，高质量完成年度任务。二要
强化指导，保证质量。要严格数
据质控、随访管理和监督指导，

市级质控机构要加强数据录入质
控核查，各级项目办要定期开展
业务指导、全方位规范操作，确
保工作质量。三要深化宣传，扩
大覆盖面。运用网络等新兴媒
体，线上线下开展多样化的健康
教育活动，提高市民群众防治知
识知晓率，增强自我防治意识。
四要以点带面，提升水平。充分
发挥市级防治中心引领作用和技
术优势，开展防治适宜技术培
训，完善区域防治工作体系建
设，提升全市慢性病防治水平。

与会专家分别就河南省脑卒
中和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筛查和干
预项目管理和技术方案、院内筛
查随访及质控标准、项目经费使
用要求及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
详细讲解。培训结束后进行了现
场实操考核。 陈弈溯

炎炎夏日如果您的孩子食欲不振、容
易腹泻还反复咳嗽，是时候给孩子安排上
三伏贴了。

什么是三伏贴？三伏贴是根据《黄帝
内经》中“春夏养阳”的原则，借助三伏
天温度最高、人体阳气最盛的特点，选用
辛温驱寒类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达到疏
通经络、温阳利气、驱除“内邪”的目
的，是中医“冬病夏治”“治未病”的思
想体现。

儿童三伏贴适应症：

1.呼吸道反复感染、反复咳嗽、肺炎、
哮喘、鼻（窦）炎、免疫力低下、遗尿。

2.厌食、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等。
以上疾病均是冬季易得或易加重的疾

病。通过贴敷“三伏贴”，在疾病尚未发作
之前提前治疗，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哪些儿童不适合三伏贴：
1.两岁以下的儿童。
2.敷贴部位有破损者及有严重皮肤病

的儿童。
3.疾病发作期的儿童。孩子如果正在

发烧、咳喘等，可以等急性期过去后再贴。
贴敷时间：
伏前贴：6月21日至7月19日
初伏：7月20日至7月29日
中伏：7月30日至8月8日
末伏：8月9日至8月18日
如错过入伏当天，可在该伏后补贴。
贴敷时长：
2岁至4岁：大约2小时。
4岁以上：3小时至4小时。

具体时间根据患儿体质及耐受能力而
定。

贴敷注意事项：
1.贴敷期间忌生冷、辛辣、油腻类食

品，忌食海鲜，避免电扇直吹或在温度过
低的空调房间久待。

2.贴敷期间皮肤发红、痒、热、微
痛、轻微水泡均属正常现象，发红的可以
交替别的穴位进行贴敷。若皮肤局部发生
刺痒、灼热疼痛、红肿、起泡等严重反
应，禁止抓挠，应立即取下，及时到医院
就诊。 郑亚阁

冬病夏治，三伏贴正当时

■专家介绍
郑亚阁，市二院中医儿科、副主任中

医师，河南省儿童肺康复医学会儿童肺康
复分会委员，漯河市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
委员、漯河市中西医结合儿科分会委员
等。她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学，曾先后在
郑大一附院及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进
修，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儿童呼吸及消化
系统疾病，如反复呼吸道感染、反复扁桃
体炎、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抽动
症、支气管肺炎以及婴幼儿喘息、厌食、
便秘、腹痛、腹泻等。

洞洞鞋因其颜值高、柔软、舒适等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的“出镜率”越来越
高。但如果穿着不当，“网红鞋”可能导致脚部更易受真菌感染，产生“崴脚”等
运动损伤，对儿童可能导致足部发育不良。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记者6月26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
财政补助标准达到99元，比上年增加5元。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我市举办脑卒中暨心血管病
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培训会

6月27日晚，市中医院在红
枫广场精心组织中医药文化夜市
暨老年健康宣传周义诊活动，吸
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多名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参加
了此次义诊活动。他们凭借丰富
的临床经验，为每一名前来问诊
的市民进行了细致检查，耐心解
答市民关于常见疾病、慢性病防

治等方面的疑问，并根据个体差
异制订个性化诊疗与养生方案。

除了专家义诊，活动还设
置了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如
穴位贴敷、耳穴疗法、火龙罐
等。活动现场还有专业人员带
领市民一起学习中医传统养生
操——八段锦。

韩 影

市中医院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
暨老年健康宣传周义诊活动

口腔健康是衡量“银发一
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按全
口28颗牙计算，我国65岁至74
岁老年人平均缺失5.5颗，全口无
牙比例达4.5%，牙列完整者不足
20%。

怎样告别“老掉牙”？专家针
对一些认知误区，提出科学管理
口腔健康的建议。

掉牙并非“老来病”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主
任医师释栋指出，许多老年人认
为口腔疾病都是“老来病”，实际
上“老掉牙”是牙周病所致。牙
周病可防可治，但早期症状隐
匿，易被忽视。

据介绍，牙龈出血、牙龈退
缩等都是牙周病的早期症状。刷
牙或咬硬物时出血，虽不痛不
痒，却是牙齿发出的求救信号。
很多年轻人患上牙周病，到老年
才显现严重后果。

牙周病的病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口腔细菌的作用尤为明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
中心口腔科主任李鸿波指出，细
菌以牙菌斑形式附着在牙齿表
面，引发牙龈炎症。若长期不清
理，炎症会向深层蔓延，破坏牙
槽骨，导致牙齿失去支撑。

此外，口腔异常症状往往提
示系统性疾病。李鸿波强调，频
繁牙龈出血经洗牙仍无改善，可
能提示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血
液系统疾病等；无明显口腔病因
的顽固性口臭，须警惕胃肠道疾
病或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幽门
螺杆菌感染；长期不愈的口腔溃
疡伴溃疡面扩大、边缘隆起，须
引起重视；短期内多颗牙齿龋坏
或慢性炎症急性发作，可能提示
机体免疫力低下。

缺牙不补危害大

老年人牙齿缺失后常常选择
“将就”或“凑合”。李鸿波说，

缺牙影响咀嚼、发音、美观，余
留的牙齿易发生食物嵌塞、磨损
加重、咬合创伤。长期缺牙引发
消化负担加重、颞下颌关节疼痛
等问题，还可能导致颌骨萎缩、
影响面部轮廓。

目前常见的牙齿修复方式包
括活动义齿、固定义齿和种植
牙。种植牙咀嚼功能接近天然
牙，但是治疗周期长，须手术植
入。

固定义齿俗称“固定桥”，需
要通过磨小缺牙两侧的健康牙来
搭桥修复。优点是外观自然、不
需要摘戴，但对余留牙的数量和
稳定性要求较高。

活动义齿即传统可摘戴假
牙，价格亲民，对余留牙要求
低，但舒适度较差，存在异物感
强、咀嚼效率低、易脱落等问
题，尤其是适应期可能影响发音
和进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口腔科主
任冯驭驰提示，老年人在选择修
复方式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
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作决定。

一口好牙度晚年

“‘牙刷+牙线’组合可清除
80%的牙菌斑。”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口腔科主治医师王秋月建议，
老年人选用软毛牙刷，每日早晚
刷牙两次，每次不少于 3分钟。
同时配合使用牙线或牙缝刷，使
用牙线时呈C形包绕牙面上下刮
擦；选择牙缝刷时须根据牙缝宽
度选取合适直径，避免强行插入
损伤牙龈。

义齿清洁同样不容忽视。冯
驭驰建议，种植牙和固定假牙可
通过刷牙、牙线、牙间隙刷等进
行清洁；活动义齿须在进食后摘
下清洁，睡前也应摘下浸泡在冷
水中或用假牙清洁剂浸泡。此
外，老年人应每半年至一年进行
一次口腔检查和洗牙，以便及时
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

据新华社

“老掉牙”是病！
如何守护老年人牙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