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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常见的小毛病——口腔溃疡，
小小一块却能让人吃不好、睡不香，说话
都受影响。海河医院口腔科医生为大家
科普口腔溃疡这个“缠人”的小问题。

口腔溃疡，又名“口疮”，是一种常见
的口腔黏膜疾病，常出现在口腔内唇、上
腭以及舌颊等部位黏膜上。最常见的口
腔溃疡是复发性阿弗他溃疡。通常表现
为：圆形或椭圆形的小溃疡，周围发红，中
央发白或发黄、向内凹陷，有的表面还有
白色的假膜。虽说不大，却经常疼得让人

“欲哭无泪”。口腔溃疡大约需要两周的
时间才能愈合。其间，溃疡会令人感到疼
痛，且在最初的3天到4天疼痛最严重。

口腔溃疡的病因复杂，可能涉及以下
几个方面：心理压力大、作息紊乱会导致
免疫力下降，从而引发溃疡，且常因压力
复发。维生素或微量元素缺乏，如缺乏维
生素B1、维生素B12、叶酸、锌、铁等，也会增
加患溃疡的风险。另外，有研究表示，口
腔溃疡虽然不传染，但可能有遗传性。免
疫异常、免疫系统紊乱可能是诱因之一，
溃疡可能与身体攻击自体口腔细胞有
关。刺激因素方面，咬到口腔、刷牙过猛、
戴矫正器或假牙等机械刺激也可能诱发
溃疡。过敏性体质的人，食用刺激性食物
（如辣椒、咖啡）或服用某些药物可能引起
溃疡。病毒或真菌感染，也可能导致溃疡。

口腔溃疡多数能自愈，但疼痛影响生
活时，可尝试以下方法。局部治疗使用止
痛药物，可以选用含有利多卡因的口腔喷
雾或凝胶，缓解疼痛。修复药物，使用促
进伤口愈合的药物，如地塞米松含片。对
于反复发作的患者，可以考虑补充维生素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或微量元素（锌、
铁）。服用免疫调节药物，则需在医生指
导下进行。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应避免辛
辣刺激，注意均衡营养，多吃蔬菜水果。
保证充足睡眠，放松心情。常用温水漱
口，减少感染机会。如果溃疡面积大、持
续时间长（超过3周），伴随发热、淋巴结肿
大，或反复发作频繁，应尽早就医排查其
他疾病，如白塞病、口腔癌等。

据《今晚报》

口腔溃疡“小问题”
了解病因重预防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12月5
日表示，刚刚过去的11月，全国平均气
温创下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
来历史同期新高。不少公众有疑问，这
个冬天会是暖冬吗？

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贾小龙介绍，11 月全国平均气温
5.1℃，较常年同期偏高1.9℃。月内有3
次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
少1.3次。

此前，多地气温较常年偏高，南方有
些地方甚至多次“降温失败”，广州打破
1961 年以来“最长夏季”纪录。国家气
候中心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秋季
（9月1日至11月30日）全国平均气温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当前全国入冬情况如何？
“根据《气候季节划分》国家标准，我

国长江以北地区均已入冬。”贾小龙说，9
月至10月，东北、华北北部和西部、内蒙
古、西北地区中部和西部、新疆北部、西
藏南部及四川西部等地入冬；进入 11
月，华北中南部、华东北部、华中北部、西
南地区东部等地相继入冬。与常年相
比，今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入冬时间偏
晚1天至10天，华北南部、华东和华中北
部入冬时间偏晚10天至20天，部分地区
偏晚20天以上。

均温创新高、入冬又偏晚，今年冬天
会不会是暖冬？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冬季全国
气候趋势滚动预测，东北西北部、内蒙古

东北部和西部局部、西北地区西北部、新
疆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中西部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
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

事实上，暖冬和冷冬并不是一个
“预测概念”，而是一个事后“认定概
念”。评估暖冬和冷冬需要根据冬季三
个月（12月至次年2月）的平均气温来判
定，也就是说只有等到冬季结束，才能
知道答案。比如2023/2024年冬季冷暖
冬的判定结果，就是在今年3月1日才公
布的。

与此同时，二者的判定还需要遵循
严格标准。例如在全国气象台站中，如
果单站冬季平均气温偏高幅度超过本站
暖冬阈值，即可定义为单站暖冬；若全国

一半以上的台站出现暖冬，则定义为全
国暖冬。

专家表示，即使某一年我国为暖
冬，也会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不排除
某些地区气温明显偏低。同时，暖冬年
份也可能有极端强寒潮导致阶段性强
降温。

气象部门预计，12月冷空气活动频
繁，我国大部地区冷暖起伏大。东北大
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北部发生低温大风
雪灾的风险较高，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
西北地区南部发生低温雨雪冰冻或霜冻
的风险较高。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应
对措施，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预报预
警信息。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11月均温创新高 今年会是暖冬吗？

新华社天津12月4日电（记
者 周润健）“北风其凉，雨雪其
雱。”北京时间12月6日23时17分
将迎来大雪节气。此时节，气温更
低，降雪的可能性更大，我国部分
地区或将出现大雪纷飞的场景。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
十一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三个节
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王来华介绍，这个节气的到
来，意味着仲冬的来临。“小雪封
山，大雪封河”，自此，气温零摄氏
度以下成为我国北方的常态，“雾
凇挂满枝”更会成为独特的自然美
景。

本周，冷空气活动十分活跃，
降温明显，新疆、黑龙江等地出现
降雪。“进入大雪节气后，冷空气会
更加活跃，降温也会更加明显，公

众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安
全健康影响也不容忽视，重点人群
要做好健康防护。”王来华说。

冬天，虽然寒冷，但雪很美。
冬，是雪的摇篮；雪，更是冬的精
灵。想象一下，当“千树万树梨花
开”时，大地仿佛铺上了一层白色
绒毯，活脱脱一个粉妆玉砌的童话
世界。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雪花究竟
是什么样子呢？白雪纷纷何所
似？东晋政治家谢安设问，其侄女
谢道韫作答：未若柳絮因风起。谢
安闻之而大笑。谢道韫的回答的
确很好。以柳絮喻雪，给人以春天
即将到来的感觉，想象丰富，意蕴
深刻。而谢道韫的文采与聪慧自
此也成为后人传颂的典范。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

轩辕台。”“诗仙”李白则用夸张的
语气描写了北方大雪纷飞、气候严
寒的景象，尽显苍茫之美。

而在宋代诗人吕本中的眼里，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
都奇绝。”他将雪比梅花，又将梅花
比雪，赞的是雪花与梅花共有的晶
莹和飘逸。

无独有偶，元代散曲家薛昂夫
同样以雪拟物，“天仙碧玉琼瑶，点
点扬花，片片鹅毛。”三个比喻，形
容了雪的洁白、轻柔、潇洒。

天降飞雪，总是容易让人触景
生情。有人把酒言欢，有人烹雪煮
茶，有人凝目思乡，有人踏雪寻
梅。或许，更多的人想着的是，看
雪景、打雪仗、堆雪人、睡懒觉、听
音乐、吃火锅……不论做什么，它
们都是冬日里最惬意的事。

12月6日23时17分大雪

岁末听雪落 心中有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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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雪仗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