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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新闻网

苹果在正常生长过程
中，表皮会自然分泌一层果
蜡，对人体无害。苹果被采
摘后一般也会进行人工打
蜡处理，以防水分流失，解
决表皮皱缩的问题，还能防
止害虫的侵蚀，延长保存时
间。正规打蜡不会对人体
健康产生危害，如果实在不
放心，可以选择把皮削掉或
者用热水冲洗苹果。

苹果打蜡吃了
会危害健康？

不用担心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 林苗苗 侠克） 近期，儿
童支原体肺炎广受关注。患儿
什么时候具有传染性？是否需
要输液、“洗肺”？担心医院人多
能否自行用药？记者在11月12
日世界肺炎日到来之际，采访了
相关医学专家。

“感染肺炎支原体后，在开
始发烧前有几天的潜伏期，这时
患者就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副主任医
师周薇表示，戴口罩能在一定程
度上预防感染，但让儿童一直严
格规范地佩戴口罩并不现实。
少去人员密集的密闭公共场所、
屋内勤通风换气、学校定期打扫
消毒、增加户外活动等，都对预
防感染有所帮助。

得了支原体肺炎是否最好
输液治疗？周薇表示，有些家长
认为静脉输液优于口服治疗，实
际上没有这样的结论。应根据
患儿的病情选择治疗方式，重症
肺炎的患儿可以选择静脉输液，
而大部分患儿属于轻症，可以口
服药物治疗。

针对家长担心的“洗肺”操

作，周薇介绍，“今年支原体肺炎
的患儿进行肺灌洗治疗的确实
比较多。肺灌洗有严格的操作
指征，比如患儿出现了肺不张、
局部实变，甚至有坏死和痰栓形
成等非常严重的炎症反应，这时
可能需要在支气管镜下进行肺
灌洗，让气道通畅，同时在镜下
也可以看到肺部病变的程度。”

除了支原体，细菌、病毒也
都可以导致肺炎。北京胸科医
院呼吸科主任叶寰提示，肺炎患
者常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
典型症状，低龄儿童和老年人尤
其要注意防范。建议65岁以上
老年人和儿童接种肺炎疫苗，尽
管目前没有针对肺炎支原体的
疫苗，但肺炎疫苗可对多种肺炎
球菌起到预防作用。

专家提示，针对不同病原体
引起的肺炎，用药选择也有所不
同，比如对于支原体肺炎，青霉
素和头孢类抗生素没有效果，最
常用的是大环内酯类的抗生
素。怀疑感染肺炎的患者应及
时到医院就医，确诊后进行有针
对性的治疗，避免“自行服用抗
生素”等盲目用药情况。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得了支原体肺炎需要输液、“洗肺”吗？

新华社天津11月10日电 （记者
张建新 白佳丽） 立冬已至，气温骤
冷。记者了解到，近日到医院就诊的颈
肩疼、腰腿病、关节炎患者明显增多。
天津医院运动损伤与关节镜二病区主
任医师黄竞敏提醒市民，注意保暖，适
当运动，谨防骨病“找上门”。

肩颈疼痛、关节炎等是冬季的高
发骨病之一，老年人、长期缺乏锻炼的
职场人更易中招。“天气转冷后，前来
就诊的骨病患者明显增多，比平时增
加了20%至30%左右。”黄竞敏介绍，天
气转冷，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导
致骨骼或局部组织供血不足、淋巴回
流系统受阻，从而出现局部组织水肿、
关节僵硬疼痛等症状，甚至造成运动
功能受限。

黄竞敏说，老年人需要特别注意寒

冷天气对骨关节的影响，不少老年人都
有骨质疏松和肌肉减少的问题。肌肉
是维护关节稳定的有力保障，但从 35
岁开始，肌肉质量每年以1%至3%的速
度减少，70岁以上的老年人肌肉量减少
加剧。骨骼肌质量降低，加之血管遇冷
收缩，加重了关节的活动能力减弱，甚
至容易摔倒造成骨折。

对于长期伏案的职场人，黄竞敏提
醒，因肌肉疲劳、血液循环调节能力降
低，加之关节之前的一些损伤如半月
板、韧带、软骨、肩袖损伤等没被重视，
关节出现不缓解的疼痛和功能受限，应
及时得到专业医生的诊查。

入冬之后，黄竞敏建议提早做一些
针对性预防措施可以有效避免常见骨
病的发生。

一要注意保暖。特别是颈肩背部、

双膝关节等部位，保护局部血液循环，
减轻因血运障碍导致的骨关节疼痛。

二要适当运动。谨慎选择运动方
式和强度，长期伏案者可用升降桌，或
做米字等颈部操。居家者提拉弹力带
或伸举矿泉水瓶，锻炼肩关节周围肌
肉；床上交替抬腿，完成股四头肌的收
缩锻炼。肌力强者还可靠墙蹲马步，进
行肌肉的收缩练习。

三要科学饮食。戒烟限酒，多食蛋
白质和含钙量高的食物，如肉类、牛奶、
豆类，以及新鲜的蔬菜水果等抗氧化食
物。同时充足睡眠，多晒太阳，补充钙
及维生素D，防止骨质疏松。

四要专业诊治。不要轻信网传的
各类妙招，切勿盲目跟风购买按摩器
材，三个月内症状无缓解，一定要到正
规医院找专业医生诊治。

天气转冷 谨防骨病“找上门”

新华社南京11月10日电 （记者
陈席元 秦华江） 记者从江南大学获
悉，该校胥传来教授团队研制出一种手
性颗粒，有望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
相关研究成果10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
刊《自然》的子刊《自然·衰老》上。

手性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属
性，是指一个物体不能与其镜像完全重
合，正如人的左右手。

“手性具有一些特殊性质，同样的
成分，生理活性迥异。有的左手性无
毒，右手性就有毒。”论文通讯作者、江
南大学教授匡华介绍，西方曾发生“反
应停”事件，就是当时人们对手性物质
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胥传来告诉记者，此次，团队基于

手性原理，研制出一种新型左手性颗
粒，让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实验小鼠服
用该型颗粒三个月后，小鼠的行为学表
现明显改善，说明其认知能力得到提
升。研究人员又对小鼠的脑部切片进
行荧光染色，发现服药小鼠的神经炎症
因子减少了近九成。

研究人员将服药小鼠的肠道菌群
移植到其他患病小鼠的肠道中，发现受
体小鼠的认知能力也有所恢复。多学科
综合分析的结果显示，小鼠服用该型颗
粒后，血清中的吲哚乙酸含量大幅提升。

“吲哚乙酸是色氨酸代谢的重要中
间产物。我们通过临床研究发现，在阿
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血清和脑脊液中，吲
哚乙酸含量明显低于同年龄段的健康

人群。”论文第一作者、江南大学博士生
郭晓说，之后，团队深入研究了吲哚乙
酸与大脑功能的关系。

据匡华介绍，团队研究发现，新型
左手性颗粒经口服进入小鼠肠道后，能
够调节肠道中的益生菌，促进色氨酸代
谢为吲哚乙酸。

“我们利用同位素标记法，又证实
了吲哚乙酸能够穿越血脑屏障，进入脑
组织，改善脑部免疫微环境，抑制神经
炎症，从而修复神经元功能。”匡华说。

胥传来表示，目前人类尚未找到能
够彻底战胜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物。此
次团队基于手性原理尝试干预肠道菌
群，有望为治疗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提
供新思路。

我国学者提出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新思路

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
服务指南发布

新华社北京11月 10日电 （记
者 李恒） 为进一步规范居家和社区
医养结合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在
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
局、国家疾控局研究制定了《居家和社
区医养结合服务指南（试行）》，并于近
日对外公布。指南参考相关部门标准
规范，遵循全面性、准确性、时效性和
实用性的原则，对医疗卫生机构在居
家和社区环境下所提供的医养结合服
务内容和服务要求作出了规范。

指南所称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服
务是指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多
种方式为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老年
人提供所需的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到
老年人家中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或机
构，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医疗巡诊、
家庭病床、居家医疗服务等医疗卫生
服务。

指南对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服务
的总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与要求、
服务流程与要求等4方面作出了明确
规范。其中明确，居家和社区医养结
合服务的服务对象是辖区内有医养结
合服务需求的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
老年人，重点是失能（含失智）、慢性
病、高龄、残疾、疾病康复或终末期，出
院后仍需医疗服务的老年人。服务内
容包括健康教育、健康管理服务、医疗
巡诊服务、家庭病床服务、居家医疗服
务、中医药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
转诊服务等。

据了解，本指南适用于提供居家
和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对医疗卫生机构在居家和
社区环境下所提供的医养结合服务内
容和服务要求作出了规范，医疗卫生
机构可以根据机构类型、执业范围、服
务能力和老年人需求确定服务内容。
相关机构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应适用
现行医疗卫生服务的规范、标准和管
理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