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警惕秋季腹泻
避免病从口入

“秋季腹泻，一般是指轮状病毒感染
引起的腹泻，又叫轮状病毒肠炎。”王丹
虹介绍，秋季腹泻有一到两天的潜伏
期，孩子以呕吐为主，症状减轻后就开
始腹泻，感染较重的孩子会发烧；40%~
50%的患儿在出现消化道症状之前，可
能还会伴随着感冒的症状，如咳嗽、流
鼻涕、打喷嚏等。“秋季腹泻跟一般夏天
吃坏肚子的腹泻不同，全是水样泻，个
别孩子会有白色或绿色的水样大便，无
明显腥臭味。”

轮状病毒的传染性很强，传播途径
主要有两个，一是粪口途径，另一个是气

溶胶传播。“又吐又拉稀后，孩子的食欲
不好，不爱吃东西，极少数孩子会抽搐，
甚至出现惊厥，部分孩子查血时可以看
到心脏受损。”王丹虹提醒，孩子秋季腹
泻最致命的原因，则是脱水。

如果孩子一晚上都没有尿，晨起后
又吐又拉，还是没有尿，这意味着孩子可
能脱水了；从面容上观察，孩子的眼睑有
点凹陷，皮肤、嘴唇干干的，也是脱水的
表现；脱水严重的孩子，呼吸急促、高烧，
拉的过程中出现便血，或者休克等情况，
应该立即送医。

“轻度脱水的孩子，可以口服补液盐

水调治，给孩子喂口服补液盐水应耐心
细致，少量多次地喂，每次用匙喂 10 至
20 毫升，积少成多；如果孩子对口服补
液不耐受，或腹泻程度加重，可以到医
院，采用静脉输液的方法补液。”王丹
虹表示。

预防轮状病毒感染要注意饮食卫
生，避免病从口入。餐前便后洗手，定期
对儿童的餐具和玩具进行消毒，家长也
要注意个人卫生；需要注意的是轮状病
毒感染引起的腹泻目前没有特效药，更
不能滥用抗生素，若感染，请做好隔离，
及时就医。

C 过敏性疾病高发
避免接触过敏原

鼻塞、流涕、眼痒……进入秋季，过
敏性疾病发病率有所攀升。王丹虹提醒
家长们留意孩子是否出现过敏症状，及
时对引发过敏的原因进行控制与干预。

据了解，过敏反应指的是人体免疫
系统的免疫耐受机能发生紊乱，错误地
将外界有益或无害物质当作有害物质去
攻击，引发免疫性炎症。

王丹虹介绍，过敏反应可以发生在
人体的任何部位，孩子出现下列症状家
长们要警惕，比如出现腹痛、腹泻，排除
感染后要检查是否患有过敏性胃肠炎；

出现鼻痒、鼻塞、流涕、打喷嚏等症状，要
检查是否患有过敏性鼻炎；出现咳嗽、喘
息，排除感冒后要检查是否患有变异性
咳嗽和过敏性哮喘等。

感冒和过敏有相似症状表现，均可
能出现鼻塞、结膜炎等症状，如何辨别？
两者关键区别在于病史和症状持续时
间，感冒症状通常持续7天至10天，过敏
症状则可能持续数周。

如何预防过敏性疾病？王丹虹介
绍，要注意佩戴口罩，减少过敏原的吸入
和接触。可定期打扫房间，减少室内灰

尘和过敏原的积累，保持室内清洁。调
整饮食，增加富含维生素C和E的食物，
如柑橘类水果和坚果，这些有助于增强
免疫力，减少过敏反应。在医生指导下，
适时使用抗过敏药物，如抗组胺药、鼻喷
剂等，缓解症状。如果症状严重或持续
不缓解，请及时就医，寻求专业治疗。

开学季，家长和孩子要注意气候变
化，适时调整衣物，避免受凉。做好防
护、科学备药，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保
证充足的睡眠，健康迎接新学期。

据《海南日报》

流感进入高发季
有发热症状要注意A

夏秋之交，昼夜温差较大，容易诱发
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中国疾控中
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儿童是流感防控的
重点人群，其流感罹患率高于成年人，每
年儿童流感罹患率为20%到30%。

王丹虹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
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疾病，而流感病毒
又分为甲、乙、丙、丁四型，目前感染人的
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
其症状包括突然发热（可达39℃~40℃），
可伴畏寒、寒战、头痛、肌肉和关节酸痛

等，常有咽痛、咳嗽等。
“流感病毒的传染源主要为患者，其

次为隐性感染者，症状出现前2天到症状
出现后1周均可传播流感病毒，病初2至
3天传染性最强。”王丹虹强调，接种流感
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孩
子一旦出现流感样症状，如体温≥38℃，
伴有咳嗽或咽喉疼痛等，应及时就医并
遵循医嘱。在症状持续期间，应避免带
病上学或上班，减少与他人接触，并佩戴
口罩以降低传播风险。

在校期间，孩子们该如何做好自我
保护？家长要提醒孩子，咳嗽或打喷嚏
时，务必使用纸巾、毛巾等物品遮住口
鼻，减少病毒扩散的可能性。要勤洗手，
特别是在使用洗手间和用餐前，以及触
摸公共物品后。水杯、餐具等个人物品
避免与同学一起分享。学校要注意保持
教室和学习区域的空气流通，加强卫生
管理。日常饮食，应让孩子均衡膳食，多
吃蔬菜、水果，摄入足够营养，保证充足
睡眠，加强运动锻炼，增强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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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开学季变“生病季”
开学季，正逢夏秋换季，气温开始悄然变化，学生们跨区域流动和校园内聚集性活动也日趋增

多，因此，加强传染病的防控和秋季常见病的预防至关重要。如何保障孩子们的健康，让他们能够
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成长中？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主任医师王丹虹提醒，无论是家长还
是学生都应该增强预防意识，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剪趾甲，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小事，对
糖尿病患者可能是大事一桩。有的糖尿
病患者会因剪趾甲引发皮肤破溃、感染，
甚至到最后形成糖尿病足。天津医科大
学朱宪彝纪念医院护理部提示，糖尿病
患者剪趾甲有不少讲究。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趾甲的钙减
少、铁元素增多，常表现为增厚、坚硬、扭
曲、卷甲畸形、嵌甲等异常甲；如果合并真
菌感染则会出现增厚、坚硬及不规则形状
的灰趾甲。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中有
46%的患者存在增厚、嵌甲及钩甲等畸形
甲的情况，其中嵌甲发生足溃疡的风险是
无嵌甲的2倍。一旦出现足部溃疡，不少

患者因血糖控制不佳，周围血管与神经病
变等因素，使糖尿病足创面修复极为困难，
最后不得不面临截肢的风险。

糖尿病患者处理嵌甲，修剪不可过
勤，根据趾甲的生长速度，一般以每1至
3个月1次为宜，每次修剪向皮肤内生长
的趾甲或很厚的趾甲。轻至中度嵌甲一
般选择保守治疗，可寻求专业医生进行
嵌甲矫正，并选择露趾或宽松的圆头
鞋。严重嵌甲或保守治疗3个月无效者
应尽早进行手术治疗。无论是嵌甲的修
剪、矫正还是拔除，均应由医疗机构的专
业人员进行，不得居家自行处理或找公
共浴室及修脚店的非专业人员处理。

糖尿病患者出现甲真菌病，应及时
就诊，遵医嘱规范合理用药。尽量避免
使用对皮肤有较强刺激或腐蚀性的药
物，并且要做好鞋的清洁，避免再次感染
足部皮肤。

糖尿病患者日常要自查是否有不正
确修剪趾甲的行为。正确修剪趾甲是水
平修剪，然后用锉刀将两边棱角锉平，避
免剪趾甲过深伤及组织发生嵌甲或甲沟
炎。避免使用尖锐的物品、化学制剂、膏
药或任何其他技术自行处理去除胼胝或
鸡眼。如果有足部嵌甲，以及足部真菌
感染等任何足溃疡征象应及时就医。

据《今晚报》

给“糖友”提个醒 修剪趾甲有讲究

心血管疾病作为现代社会中
高发的健康问题，其对人们生命
安全的威胁不容忽视。幸运的
是，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瑰
宝，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方
法来帮助预防这类疾病。

饮食调养 中医强调饮食调
养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基础。除
了遵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
畜为益，五菜为充”的原则，均衡
摄入各类营养，减少油腻、高脂、
高糖食物以及避免过量饮酒和吸
烟外，还可以尝试黑豆山楂粥、冬
瓜海带汤等食疗方。

运动调养 适量的运动是预
防 心 血 管 疾 病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环。中医推崇“动中有静，静中
有动”的生活哲学，不同的运动
方式对心血管健康有着不同的
益处。例如太极能调节呼吸，促
进气血运行，增强身体的平衡和
协调能力。八段锦可以通过舒
展肢体、拉伸经络，改善心血管
系统的功能。

情志调养 过度的情绪波动
如怒气、忧郁可伤及心脏。情志
调养至关重要。每天抽出 15 至
30 分钟，专注于呼吸，排除杂
念。听舒缓的古典音乐或自然声
音，如鸟鸣、海浪声。通过绘画和
书法表达情感，平静内心。

顺应自然规律 中医提倡顺
应自然规律，每个季节都有其对
应的养生重点。春季多吃韭菜、
豆芽等生发阳气的食物，适合进
行踏青、放风筝等户外活动。夏
季可选择绿豆汤、西瓜等清热解
暑的食物。适当进行游泳、清晨
慢跑等运动。秋季多吃梨、百合
等润肺的食物，进行登高、慢跑等
运动。冬季可食用羊肉、核桃等
温补的食物，可进行室内的瑜伽、
打太极拳。

药物预防 中医有着丰富的
草药资源和方剂用于预防心血
管疾病。三七具有止血散瘀、消
肿定痛的功效。银杏叶能活血
化瘀、通络止痛。血府逐瘀汤具
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作用。
补阳还五汤可补气活血通络。
复方丹参滴丸可活血化瘀，理气
止痛。但需要强调的是，任何药
物的使用都应在专业医师的指
导下进行，以避免不适当用药带
来风险。

体检方法 中医特色的体检
方法如脉诊、舌诊等，对于早期
发 现 心 血 管 问 题 具 有 重 要 意
义。脉诊通过触摸脉搏的节律、
强弱等，判断气血的盛衰和脏腑
的功能状态。舌诊观察舌头的
颜色、形态，舌苔的厚薄等，了解
身体的寒热虚实。定期进行中
医体检，结合现代医学的检查手
段，能更全面地了解身体状况，
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

据《大河健康报》

中医预防心血管疾病
饮食调养是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