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从医嘱及时用药控制B

C 正确认知避开一些误区

A 轻度高血压也要重视

每年的10月8日是全国高血压日。今年高血压日的宣传主题是“健康生活·理想血压”。高血
压被称为影响人类健康的“无形杀手”，可导致冠心病、心力衰竭、脑出血、肾衰竭等多种疾病。很
多人认为高血压属于“老年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近年来，40岁以下中青年高血压患者明显增
多，高血压患病年轻化问题日益凸显。中青年为什么会患上“老年病”？高血压如何预防？有哪些
误区需要避开？记者带着问题采访泰达医院高血压门诊主任李青，请专家为市民做提示。

A 孩子患病家长急

B 及时治疗别延误
肺炎支原体感染好发于学龄期

儿童，但今年出现了低龄化特点，一
些 3 岁以下幼儿也有发病。“有一些
感染的孩子前期可能不会出现反复
或持续高热以及咳嗽等症状，看似不
严重的假象迷惑了家长，从而延误治
疗、加重病情，增加了治疗难度。”医
生高金明介绍。

北京朝阳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常贺生介绍，肺炎支原体既不是细菌

也不是病毒，而是一种非典型病原，
肺炎支原体具有传染性，其主要传播
方式为飞沫传播。支原体肺炎患者
的症状以发热、咳嗽为主，可伴有头
痛、流涕、咽痛、耳痛等，病程长短根
据患儿的体质和病情程度决定，一般
为2至3周，感染后通常有2至3周的
潜伏期，感染后早期体征可能不明
显。“对于家长而言，如果孩子出现高
热及明显呼吸道症状，应尽快前往医

院进行相关检查，确认是否为肺炎支
原体感染。”

“每年秋冬季，学龄期儿童感染
肺炎支原体的情况非常常见，但今年
出现了较多持续高热、反复就诊的支
原体肺炎重症患儿。”常贺生说，一方
面是因为开学后孩子们密切接触，可
能出现交叉感染；另一方面，可能与孩
子们居家时间长、户外锻炼少等因素
导致的身体免疫功能减弱有关。

C 医生提醒须注意
目前，支原体肺炎没有可针对性

预防的疫苗。医生提醒：预防肺炎支
原体感染，儿童首先要增强营养，保
证充足睡眠，适当进行户外运动等，
以提升自身抵抗力。同时，感染流行

期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和通风不
良的公共场所，必须去时一定要戴好
口罩。

另外，日常要保持居室空气新鲜，
经常开窗通风；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

巾掩住口鼻，做好手卫生；气候变化时
要及时增减衣物。学校、幼儿园等场
所也要注意通风消毒，避免出现聚集
性感染。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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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很多人认为降压药对
身体有副作用，可能会伤肾，其实是一
种误解。降压药不但不伤肾，沙坦类
和普利类的降压药其实还有保肾的功
效。

一些人在患上轻度高血压后，的
确可以通过减盐、减重、限酒以及多运
动等非药物措施进行治疗，但后续服
药与否，其实要看检查结果，不能凭

“自我感觉”而定。患者在改善生活方
式4至12周后应该复查，如果血压降

到130/80mmHg以下，可以不用药，如
果未达标，应该启动药物治疗。

此外，2023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
指南》中，高血压的生活方式干预由原
来的“七步曲”变为“八步曲”。除了

“减少钠盐摄入，增加钾摄入”“合理膳
食”“限制饮酒”“控制体重”“运动干
预”“不吸烟”“保持心理平衡”，特意新
增“管理睡眠”一项。指南中明确指
出，增加有效睡眠时间和/或改善睡眠
质量可以显著提高降压药的药效，降

低高血压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因此专
家特别提醒：减少熬夜，可以助您离高
血压的困扰远一点。

据《今晚报》

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记者 陈
旭）“AI 换脸”诈骗利用仿真技术冒充亲
人、同事或公职人员声音相貌行骗，此类新
型网络诈骗手段多样、门槛降低、辨别难度
加大，常令公众放松警惕，短时间内造成较
大损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
局近日发布风险提示：眼见不为真，谨防新
型欺诈手段，提高打假维权本领，守护家人
亲朋财产安全。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介
绍，不法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通
过计算机算法仿真合成受骗者亲人、领导
同事或公职人员的肖像面容与声音，冒充
上述人员身份行骗。在获得受害者信任后
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套路话术向受害人发送
银行卡转账、虚拟投资理财、刷单返利等诈
骗信息，并利用视频通话、语音轰炸等手段
进一步降低受害者的防备心，受害者往往
在短时间内难以察觉异样，一旦听信诈骗
分子的骗术并完成转账，对方便杳无音信。

此外，校园贷款诈骗呈现连环套特点，
不法分子伪装成政府工作人员，以“禁止大
学生网贷”“查询征信”为由，诱导学生将网
络贷款转至所谓的“清查账户”，导致借贷
学生陷入资金和信用的双重危机。更有甚
者，冒充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利用非法
获取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以“解决投诉”等
理由联系消费者，引诱消费者向其缴纳保
证金等作为回款条件实施诈骗。

利用新技术诈骗与传统诈骗行为在本
质上没有区别，防范方式也万变不离其
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提
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谨防重要信息泄
露，仔细辨识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点；
在涉及转账汇款等资金往来时，要通过拨
打对方手机号、当面核实等渠道多方核实、
查验真伪，请勿仅凭单一沟通渠道未经核
实就转账汇款。

“AI换脸”诈骗如何防
金融监管部门提示 这波“支原体感染”中招儿娃不少

10月7日下午，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一层儿内科候诊区坐满候诊的患儿和家长。16个
诊位上，医生们都在忙碌着。据介绍，自9月1日开学起，儿内科接诊的患儿就明显多了起来，其中
一半以上都是肺炎支原体感染引发呼吸道症状的患儿。

“孩子发烧五六天，中间一直吃着
药，没想到竟然还是发展成了肺炎。”
拿着 CT 检查结果，家长周女士十分
焦虑。假期里，孩子出现了咳嗽和发
烧症状，周女士看孩子咳得不厉害，也

没有持续高热，就没有带孩子到医院，
直接用了家里常备的退烧药和头孢类
药物。

3 天后，孩子的上呼吸道症状没
有缓解，周女士在附近诊所给孩子换

了药，继续在家吃药观察。6天后，孩
子开始持续高热，周女士这才着急了，
带孩子来到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就
诊。经胸片和 CT 等影像学检查，确
诊重症肺炎，需住院治疗。

中青年高血压患者近年来明显增多

科学防治健康生活 远离高血压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首份《全
球高血压报告》。报告提示，高血压
正在影响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成年
人。患病者中，近半数不知道自己的
患病情况，约五分之四的患者没得到
充分治疗。

专家介绍，所谓的轻度高血压是

指收缩压在 140mmHg 至 159mmHg，
舒张压在90mmHg至99mmHg。由于
超重，过度吸烟、饮酒，熬夜，长期精神
紧张、心理压力大，一些中青年罹患高
血压。其中一些中青年在患病初期症
状轻微甚至没有症状，以至于忽视监
测血压，甚至出现高血压引起的相关

心脑肾并发症还不自知，最终酿成较
为严重的后果。“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
情况下，非同日3次测量诊室血压，血
压≥140/90mmHg 即可诊断为高血
压。目前中青年高血压患者以舒张压
高，也就是民间常说的低压高为主。
只要确诊，一定要抓紧治疗。”李青说。

对于高血压，很多患者尤其是中
青年患者认为自己没有症状，同时担
心药物的副作用，所以不愿意吃药。
专家指出，高血压对身体的危害像“温
水煮蛙”，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初期
症状也不那么明显，但其导致的心脑
肾并发症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根据世
卫组织的报告，高血压给身体带来的

危害系数甚至超过了肿瘤，排在所有
导致人体过早死亡病症的第一位。

目前治疗高血压的手段主要有两
种：非药物措施和药物措施。轻度的
高血压，的确可以通过锻炼和控制饮
食进行非药物治疗，但这种治疗方式
并非适合所有高血压患者，一些老年
人无论怎样“管住嘴、迈开腿”，血压就

是降不下来，那此时就得采用药物治
疗。患者经过诊断，被医生判定为高血
压二级（血压≥160/100mmHg）或高血
压三级（血压≥180/110mmHg），应立
即开始用药。如果患者患上轻度高血
压，同时自身还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蛋白尿、高血脂、肥胖症等病症中的
任意两项，也应该立即启动药物治疗。

20世纪初，日本科学家池田菊美首次
提出将鲜味作为除甜、酸、咸、苦之外的第
五种基本味道。大约80年后（1985年），科
学界正式同意了他的观点。据5日的《自
然·通讯》杂志报道，美国南加州大学多恩
西夫文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科学家发现
了第六种基本味道的证据，这种味道就是

“氯化铵”。
几十年来，科学家已认识到舌头对氯

化铵有强烈反应，但不确定是哪些受体负
责。近年来，他们发现蛋白质 OTOP1 是
一个质子通道，能使细胞检测酸味。他们
假设这种蛋白质也可能对氯化铵产生反
应，因为它会影响细胞中的酸水平。

此次研究中，科学家将 OTOP1 引入
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细胞，并将其中一些细
胞暴露在酸或氯化铵中。他们发现，氯化
铵与酸一样有效地激活了 OTOP1 受体。
小鼠测试证实，那些携带 OTOP1 的小鼠
能避开摄入氯化铵，而那些 OTOP1 被剔
除的小鼠则不介意这种味道。

铵及气体氨（氨基酸的分解产物）对生
物通常是有毒的。许多动物具有检测环境
中的铵或氨并对其作出反应的能力。研究
人员推测，品尝氯化铵的能力可能是为了
帮助有机体避免有害物质而进化来的。

研究人员还观察到，物种之间对氯化
铵的反应存在差异。例如，鸡的 OTOP1
通道更敏感，而斑马鱼对氯化铵不太敏感。

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探索OTOP1受
体对氯化铵的反应，希望能更多地揭示其
进化意义。 据《科技日报》

科学家或发现
第六种基本味道

早期症状不明显易误判 孩子出现高热咳嗽尽快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