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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吹空调12小时“空调病”找上门

6年未清洗空调 感染军团菌住院

体温高达39摄氏度 不开空调致中暑

家里有空调，这些老人为何频频中暑？
最近，“家里老人不肯开空调怎么

办？”“老人总偷偷关空调怎么办？”等
话题频上热搜。入夏以来，北京各医
院接诊的中暑老年患者中，往往有不
爱开空调的习惯。部分老年人认为，
开空调既费电，又可能着风受凉。老
年人夏天要不要开空调？如何正确使
用空调？专家表示，老年人也需使用
空调降温，以26摄氏度左右为宜，连续
使用空调2至3小时建议开窗通风。

6 月底的一天，气温达到 36 摄氏
度，77岁的闫先生在家中突然头晕目
眩、恶心呕吐，随后意识模糊。家人立
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他紧急送往朝
阳医院。到达医院时，老人已出现明
显的中暑反应，体温高达39摄氏度，并
伴有脱水症状。

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迅速开通
绿色通道。快速降温、补液、纠正电解
质紊乱……经过医护人员近两小时的
全力救治，闫先生的体温逐渐恢复正
常，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询问家属后，医生得知闫先生平
日生活节俭。面对连日高温天气，尽
管家中酷热难耐，为了省电，老人坚持
不开空调，仅依靠电风扇和扇子降
温。记者了解到，不爱开空调的老年

人并不在少数。近日，一则“家里老人
不肯开空调怎么办”的话题登上热搜，
评论量接近100万，网友普遍反映老人
不爱开空调的主要原因是节约用电。

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医
师周海江表示，高温天气下，由于身体
机能下降，老年人更容易发生中暑等
热相关疾病。室内温度过高会导致老
年人出汗过多，加速水分流失，可能进
一步引发热射病、热衰竭和热痉挛。
长时间高温暴露还可能增加患心血管
疾病、中风的风险，得不偿失。

他建议，老年人在高温时段应尽
量待在室内，并采取有效的防暑降温
措施，例如使用空调，避免中暑的发
生；同时，也要注意合理膳食，补充水
分和电解质。

除了省电，老年人不喜欢开空调
的另一个原因是怕冷。“空调的风不是
自然风，吹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69
岁的蔡女士表示，她无法接受空调的

“强劲”冷风，因此夏天极少使用空调。
“一些老年人把空调当做‘洪水猛

兽’，坚决不用，反而容易出问题。”北
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相较年
轻人，老年人阳气衰退、气血虚衰，代
谢功能降低，所以对高温不敏感，但这
不意味着高温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刘清泉说，空调温度设置在26摄
氏度左右为宜，老年人可根据体感不
同稍作调整。适宜的温度对睡眠也十
分重要，如果睡前感到闷热、或睡着后
热醒，不仅影响睡眠质量，甚至可能导
致慢性病突然发作。

不开空调容易中暑，而过度使用
空调也会给老年人带来风险。最近，
72岁的梅先生因为长时间开空调，出
现头晕、关节酸痛、打喷嚏等一系列症
状，被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就诊。

梅先生的儿子介绍，由于连日高
温，老人家中的空调几乎全天候运
转。梅先生体型肥胖，难耐暑热，经常
在封闭的空调房中一待就是一天，除
了晚上关空调睡觉外，白天至少使用
空调12小时以上。一天傍晚，梅先生
突然感到身体乏力、头晕目眩，同时伴
随轻微恶心症状。

于是，家人立即将老人送往中日
友好医院急诊科。到达医院后，急诊
科医生对老人进行了详细的问诊和检
查。依据病史和症状表现，医生初步
判断老人患上了“空调病”。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医师张永明表示，“空调病”
或“空调综合征”并非一个严格的医学
概念，而是指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中，
出现的一系列与使用空调相关的健康
问题。常见的症状包括喉咙干痒、咳
嗽、呼吸困难、头晕头痛、打喷嚏、鼻
塞、皮肤瘙痒、面神经麻痹（面瘫）等。

老年人免疫力较低，体温调节机
制退化，是“空调病”的高危人群。老
年人长时间处在空调低温环境中，更
容易引起咳嗽、流涕、咽痛等呼吸道症
状，还可能导致病毒性感冒或支气管
炎，甚至可能引起肺炎。此外，如果受
到空调冷气直吹刺激，还会引发全身
肌肉、关节疼痛，合并腹泻、恶心等消
化道症状。

预防“空调病”，首先是空调温度

不能设置过低，室内外温度差一般不
宜过大；同时，要避免空调直吹，如果
无法改变空调出风口，可以安装空调
挡风板。

长时间使用空调，室内空气不易
流通，使用空调 5 小时至 6 小时后，室
内氧气含量明显降低，细菌含量也会
增加，对呼吸道健康不利。张永明说，
连续使用空调2小时至3小时后，建议
室内开窗通风 1 次，每次通风 10 分钟
至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

“一些人晚上睡觉时喜欢整夜开
空调，这很容易受凉感冒。”张永明建
议，晚上睡觉时，可将空调设置为夜间
模式或定时关闭。长时间待在空调房
中，可以穿厚衣服或盖被子，避免关
节、颈部、腰腹部受凉。

长期未使用的空调，如果未经清
洗就直接使用，也存在健康隐患。北
京市隆福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贾
燕介绍，此前她曾接诊过一位74岁的
患者张先生。一周内，他反复出现不
明原因的发热、咳嗽、胸痛等症状，起
初患者认为只是普通感冒，自行服用
了感冒药，但症状并未得到缓解，反而
逐渐加重，便来到隆福医院就诊。

经过一系列详细检查，贾燕发现
张先生的肺部出现了炎症，并且在血
液样本中检测出嗜肺军团菌，需要住
院治疗。贾燕说，嗜肺军团菌广泛存
在于自然界中，尤其是淡水和人工水
域环境，如自来水、热水淋浴器、空调
冷凝水等。嗜肺军团菌可在25摄氏度
至42摄氏度之间繁殖，最适宜生长的

温度是35摄氏度。夏天，嗜肺军团菌
极易滋生，特别是在空调管道中的冷
凝水，更是嗜肺军团菌的“乐土”。

当空调长时间未清洗和消毒时，
嗜肺军团菌会在空调内部大量繁殖。
这类致病菌通过空调的送风系统进入
周围环境中，随着空气流动被人体吸
入，造成感染。感染嗜肺军团菌后，可
能出现发热、寒战、咳嗽、呼吸困难等
症状，严重者可能导致休克，甚至死
亡。

听到贾燕的解释，张先生恍然大
悟，原来，他家中的空调自6年前安装
以来，除了擦拭过一两次滤网外，从未
进行过深度清洗，每年开空调前也没
有清洗的习惯。自己正是在开空调后
不久出现了相关症状。

贾燕说，每平方厘米家用空调散
热片上的细菌总数，可能高达16万个，
其中包括嗜肺军团菌等多种病原微生
物。每逢夏季使用空调前，要对空调
进行全面清洗并消毒，包括过滤网、出
风口、外壁、管道。老年人如果腿脚不
便，可以请专业人士清洗消毒。她建
议，每年清洗空调至少 2 次至 3 次，包
括入夏使用空调前、使用过程中、使用
结束后。

此外，在使用空调时，人们往往会
关闭门窗，导致有限空间内的细菌含
量越来越高，一旦存在有害细菌，吸入
呼吸道可能诱发感染。贾燕建议，使
用空调时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
气新鲜，减轻细菌危害。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这种说法不够严谨。适量
饮水，特别是在天气炎热的情况
下，确实非常重要，但是饮水也
不是简单的“多多益善”。具体
来说，过多的水分摄入也可能导
致水中毒，即体内的钠水平因稀
释过度而危险地降低，这种情况
虽罕见，但同样需要警惕。肾功
能不好的人，或者在大量流汗之
后，都不建议快速饮用大量的
水，应把握好饮水节奏。好在，
饮水过度危及健康的情况极少
发生，也很容易避免。我们只需
关注“口渴”的信号，渴了就喝即
可。不过，当我们出现口渴的种
种迹象时，可能已经轻度脱水，
因此，也可以准备好适量的水，
定时分几次喝完。根据《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推
荐男性每天饮水1700ml,女性每
天饮水 1500ml，分多次饮用即
可，可随气温、运动剧烈程度等
因素酌情调整。

据中国新闻网

并非如此

经常口渴会导致疾病，
喝水多多益善？
尤其是夏天

香港医学机构发现
脂肪肝
可致乳腺癌恶化

香港大学（港大）7月8日公布，港
大医学院中医药学院研究团队发现，
非酒精性脂肪肝（俗称脂肪肝）患者
的肝脏会过量分泌一种肝脏因子“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FGF21）”，或会
加快乳腺癌肿瘤生长。

由港大医学院中医药学院首席
讲师陈建萍领导的研究团队，率先从
患有脂肪肝的小鼠肝脏中，筛选出过
量表达并分泌的肝脏因子FGF21。促
癌活性研究结果证实，过量补充外源
性 FGF21 将显著加速小鼠乳腺肿瘤
生长，而敲除FGF21基因则有助显著
减弱脂肪肝诱发乳腺肿瘤生长。

临床研究指出，患脂肪肝的女性
患乳腺癌的概率显著升高，揭示“肝
乳轴”的存在，和女性肝脏健康对乳
腺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陈建萍表示，中医有“乳病从肝”
理论，即强调肝脏养护对维护女性乳
房健康的重要性，对治疗乳腺癌有积
极作用。这项研究从动物和细胞层面
解释了“肝乳轴”的科学性，也揭示传
统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为临床应用“乳
病从肝”的理论提供现代研究证据。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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