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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惑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 沐
铁城）近期，随着气温升高、万物复苏，
不少人出现红疹、瘙痒难耐等春季过
敏症状，有的甚至会反复发作，严重影
响睡眠，打乱正常生活节奏。对此，中
日友好医院副院长、皮肤科主任崔勇
提醒，这有可能是特应性皮炎在作祟，
应对关键在于落实全年龄段患者长期
规范管理。

崔勇介绍，特应性皮炎被称为皮
肤科的“第一大病”，是一种由2型炎症
反应引起的慢性皮肤疾病，以瘙痒反
复发作和皮疹为主要症状。特应性皮
炎容易伴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症状，
有共病风险，累及患者的全生命周
期。2023 年最新流行病学调研显示，
中国成人和儿童特应性皮炎患者人数
占全球首位，患者人数在近20年处于
持续上升趋势，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
卫生问题。

除了患者群体庞大，特应性皮炎

“反复复发”的疾病特性也为患者带来
巨大负担，成为需要长期管理的重要
原因。数据显示，患者每年约有1/3的
时间处于复发期，这意味着患者长期
反复遭受剧烈瘙痒、皮损，以及面临睡
眠中断等问题，对成长发育、学业、事
业等造成影响。

“厘清疾病机制对特应性皮炎长
期规范治疗和管理至关重要。”崔勇
表示，实际诊疗过程中，仍存在注重
急性症状控制而忽略长期维持管理
的情况。“2型炎症是特应性皮炎的核
心发病机制，针对 2 型炎症的‘对因
治疗’尤为关键。应对‘复发’难题
时，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需奉行‘长
期主义’，长期规范管理应以 1 年起
步设定治疗目标，并做到精准治疗，
这样有助于不同年龄段患者回归正
常生活。”

目前，在强化长期管理、提升疾病
相关诊疗水平方面，专诊能力建设愈

发关键。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
主任委员高兴华表示，专诊建设是落
实“专病专治”，帮助患者实现长期管
理的重要手段。

“我国现有的特应性皮炎专诊数
量较有限，对于疾病早期阶段的标准
和治疗目标需更加清晰。”高兴华说，
希望能以三级医疗机构和皮肤专科医
院、儿童医院为载体，通过推广使用统
一的疾病评估工具和材料、建立专诊
建设示范单位、建立特应性皮炎专病
门诊建设标准、促进区域专诊和专科
医联体建设等方式，加强专诊建设，推
动学科高质量发展。

中新网西宁3月19日电（记者 李
江宁）19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藏药研究重点
实验室在对大果白刺的研究中发现，大
果白刺中的某些化学成分能够显著地
降低血糖水平，这为开发新型降血糖药
物提供了新的候选物质，有望为糖尿病
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

据介绍，大果白刺生长在青海柴达
木盆地，这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在经济和
生态方面都展现出极高的价值。

记者了解到，此次研究的成果不仅
为大果白刺的高值开发利用提供了坚
实的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也为我国在
药用植物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方向。

中新网北京3月18日电“我们希
望孩子有好成绩，但是让孩子熬夜刷
题，这其实是本末倒置。”中国科学院院
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17 日
在北京表示，家长必须重视睡眠对于孩
子的重要性，健康良好的睡眠不仅能促
进孩子的体格生长，还有助孩子的脑发
育、语言、认知及社会情绪发展。

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
会 17 日在北京举办“2024 世界睡眠日
科普讲座暨全国义诊活动”。

活动中，陆林表示，睡眠是生命活
动的基本构成，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
时间在睡眠中度过，但是人们对睡眠的
了解还是不够充分。“特别是年轻人以
及青少年，当我们认识到睡眠重要性的
时候，不良的睡眠习惯，生活方式都已
经形成，很多健康问题就随之而来”。

对于青少年的睡眠问题，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睡眠中心主任
许志飞表示，睡眠对于少年儿童体力和
精力的恢复很重要，儿童和青少年的睡
眠不足、睡眠障碍对其智力发育、大脑
发育都会有影响，也会导致认知问题，
比如记忆力问题、注意力问题、情绪问
题等。

“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少年儿
童的健康影响到全民素质。”许志飞表
示，儿童的睡眠状况对其成长发育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高质量的睡眠不仅能
够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还对其体格生
长产生积极作用，家长及教育工作者应
当对此予以充分重视。

春季饮酒有讲究
专家：喝酒脸白的人可能更危险

春季特应性皮炎来袭

专家提醒治疗要落实长期管理

研究发现：
大果白刺有望为糖尿病
患者提供更安全、
有效的治疗选择

专家：
少年儿童睡眠状况
对成长发育至关重要

央广网北京3月19日消息（记者
郭彦伟 雷妍）春暖花开，正是春游好
时节。约上三两好友踏青赏花、小酌
畅聊，不失为一件人间快事。不过，春
季阳气升发，容易肝气旺盛，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方医院二七院区脾胃肝胆科
主任医师王志斌温馨提示，春季饮酒
有讲究，别喝太多、别喝太快，更别空
腹喝。

“喝酒脸红”VS“喝酒脸白”

有人说：“我一喝酒就脸红，特别
能喝。”对于此类说法，专家回应，喝酒
脸红，是因为身体里缺少乙醛脱氢
酶-2。如果肝细胞内缺少这种酶，乙
醛无法被催化，大量的乙醛进入血液，
会导致毛细血管扩张，表现出脸红、心
跳快、恶心等症状。因此，“喝酒脸红
反而是不能喝酒的表现”。

专家强调，喝酒脸白的人可能更
危险。“因为他们不仅缺乏乙醛脱氢
酶-2，还缺少乙醇脱氢酶，只能依靠肝
脏里面的一种P450酶慢慢氧化，靠体
液来稀释酒精。”酒精长期停留，不能
被代谢，容易降低心脏的收缩功能，引
起末梢血管血流减少，使脸色变得苍
白。如果一次性大量饮酒，容易引起
昏迷、急性酒精中毒。

春季饮酒遵循三原则

专家表示，如果有需要饮酒的场
合，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别喝太多。春季万物生长，阳气
生发，人的情绪容易被“燥热”搅乱，饮
酒宜小酌，控制在二两以内。

别喝太快。人体肝脏分解酒精

的速度是每小时约 10 毫升，饮酒过
快不仅会加大肝脏的负担，还容易醉
酒。

别空腹喝。空腹饮酒是大忌。在
喝酒之前一定要吃点东西，胃里有了
食物，才能对酒精浓度进行稀释，减少
酒精对胃部的直接刺激。因此，下酒
菜显得尤为重要。

酒后用药需警惕

专家称，饮酒后通常不能服用以
下药物：

抗生素类药物。如头孢菌素类药
物，包括头孢硫脒、头孢哌酮和甲硝唑
等，这类抗生素在喝酒后口服，会抑制
酒精代谢，出现头晕、虚汗、乏力，以及

低血压休克，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降压药、降糖药。饮酒会导致血

管扩张，导致低血压和低血糖。高血
压和糖尿病患者饮酒后一定要注意血
压和血糖变化，如果饮酒后血压和血
糖仍然比较高，可以适当应用。

非甾体类抗炎药。酒精容易导致
胃黏膜充血、水肿和糜烂，而非甾体类
抗炎药，如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
布洛芬等也会导致胃黏膜出现炎症和
水肿。因此饮酒后再服用非甾体类抗
炎药，会加重胃黏膜糜烂和出血的风
险。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养肝正当
时。专家建议，春季饮食宜清淡，少吃
油腻，多食新鲜蔬菜水果，同时提醒大
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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