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冬季，天气干燥，不少人会出现口干舌燥、喉咙疼痛、眼睛干涩等不适，通过增加饮水量、提高环境湿度等方式，往往能够得到缓解。但有的人不

仅持续口干眼干，还逐渐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专家提醒，这时要警惕是否患上了干燥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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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2月19日电（记者
周润健）岁岁冬至，今又冬至。北京时
间12月21日17时21分将迎来冬至节
气。从这天开始，全国大部分地区将
进入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数九寒天。

历史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罗澍伟介绍，大约自南北朝起，我
国民间就已有从冬至起数九个九天
的习俗，意在消遣寒冷的冬天，期盼
温暖的春天，称为“数九”。唐宋以
后，“数九歌”在大江南北广泛流传。
其中，在北方地区流传至今、耳熟能
详的“数九歌”是：“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
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
九，耕牛遍地走。”

“数九歌”是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
产物，代表了自隆冬到阳春各种物候
现象的变化规律。这是古人在生产、
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具有一
定的科学性。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古
代，“数九歌”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安
排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最早的“数九歌”见于敦煌文献
《咏九九诗》，后来逐渐增多，《岁时杂
记》《豹隐纪谈》《清嘉录》等都有记载，
但南北各地“数九歌”使用的方言俚语
却不尽相同。

“数九歌”朗朗上口，亲切自然，音

韵流转之间，严冬至阳春的自然变化
图景徐徐展开。“在过去，即便不识字
的人也很容易记忆，而且具有帮助人
们判断寒暑更迭、农耕时令的应用价
值。”罗澍伟说。

冬至，虽是寒冷冬季的开始，但也
意味着春天不远了，正所谓“夏尽秋分
日，春生冬至时”。所以到了明清时期
又出现了不同种类的“九九消寒图”。

罗澍伟说，最雅致的莫过于梅花
“画九”了。从冬至这天起，画一枝素
梅，枝上画梅花九朵，每朵梅花九个花
瓣，共八十一瓣，每瓣代表一天。染完
九瓣，就过了一个“九”，九朵梅花染
完，就出了“九”。

清代，还出现了文字“消寒图”，常
见的是双钩描红书法“亭前垂柳珍重
待春风”，均为繁体字，日填一笔，填完
一字即过一九，九字填满，严冬已过，
春天来临。很多文字“消寒图”上都会
有“管城春满”，“管城”指代毛笔，笔到
尾声，春满天下。

再后来，民间又创新出“九体消寒
联”，如“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秋院挂
秋柿秋送秋香”。上下联各九字，每字
九笔，每天上下联各填一笔，填满则残
寒消尽，春到人间。

数九寒天，你会怎么数九？不论
是传袭古法还是另辟蹊径，都会别有
一番乐趣。去试试吧！

21日冬至：

数九寒天，你会怎么数九？

□节令之美

口干舌燥、欲哭无泪？

警惕干燥综合征

“干燥”也是一种病？

最近一段时间，50岁的王女士特别
容易口渴，开会没说几句话就想喝水，走
到哪都得带个水杯，吃饼干、馒头等比较
干的食物时觉得不好咽，就连晚上睡觉
也得起来喝好几次水。起初王女士觉得
是天气干燥没在意，直到口腔有了灼痛
感才到医院，被诊断为干燥综合征。王
女士很疑惑：“‘干燥’也是一种病？”

事实上，干燥综合征是常见的风湿
性疾病，是一种以侵犯外分泌腺为主的
自身免疫疾病。由于其往往以口腔、眼
睛等部位干燥为主要特征，并以一组症
状和体征的形式出现，因此被叫作“干燥
综合征”。

山西白求恩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
师许珂说，干燥综合征累及哪个腺体，就
会导致哪个腺体的分泌不足而引起相应
症状。如累及唾液腺，口水分泌过少，会
引起口干，由于失去唾液对口腔的清洁
及抗菌作用，患者常常会出现难以控制
的多发性龋齿；如累及泪腺，分泌的黏蛋
白减少可导致眼干涩、泪少，严重者甚至
痛哭无泪。此外，鼻、气管等部位的外分
泌腺均可受累，出现相应症状。

除了侵犯外分泌腺，干燥综合征还

可能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许珂举例
说，如可累及骨骼肌肉，引发关节痛、肌
无力；影响肺部，出现干咳、胸闷、间质性
肺炎；影响肾脏，出现肾性尿崩；影响肝
脏，出现肝脏损害；累及血液系统，出现
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患者淋巴肿瘤
的发生率更高等等。

患者容易“走错门”

受访专家表示，干燥综合征发病原
因较为复杂，与遗传、病毒感染、性激素
水平等都有关系，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导
致免疫功能紊乱的结果。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
厉小梅说，干燥综合征的发病和演变涉
及复杂且庞大的免疫网络机制，目前尚
未完全明确。

既有研究显示，我国干燥综合征的
患病率不到1%，有研究认为在0.29%到
0.77%，老年人患病率为 3%到 4%，但任
何年龄均可发病。干燥综合征多发于女
性，大约90%的患者为女性，有学者推测
与雌激素相关。

许珂表示，受多种因素影响，人们对
干燥综合征的认识水平、关注度，远不及
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风湿

性疾病，加之这一疾病起病隐匿、临床症
状多样、善于“伪装”，因此不少患者会在
就诊时“走错门”。

“根据我们的统计，初诊就选择风湿
免疫科的不到三成，大约七成的干燥综
合征患者会先到口腔科、眼科、骨科、肝
病科、呼吸内科、肾病科等科室就诊，往
往容易在治疗上走弯路、耽误病情。”许
珂说。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
主任医师马芳告诉记者，干燥综合征在
中医中被归属于“燥证”“燥痹”等范畴，
是因燥邪内生，阴津耗损，清窍失润，气
血亏虚，痰凝结聚，导致口眼干燥，肌肤
枯涩，肢体疼痛，反复腮肿，甚则脏器损
害的病证。“由于口干、眼干是日常多见
的症状，发病初期容易被患者忽视，贻误
治疗时机。”马芳说。

早发现早治疗是关键

专家提醒，出现持续性口干、眼干、
牙齿块状脱落、近几月或近年多发性龋
齿，老年女性出现不典型关节痛，成年
人反复出现腮腺肿大，皮肤出现紫癜样
皮疹，不明原因的血小板下降、白细胞
下降，不明原因的高球蛋白血症、远端

肾小管酸中毒、肺间质纤维化、肝胆管
损害等，都要引起警惕，尽快到医院就
诊。

记者采访了解到，干燥综合征目前
还没有根治的方法，但这一疾病总体而
言起病缓、进展慢，只要早发现、早干预、
早治疗，就可以较好控制疾病发展，改善
相关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但如果治疗
不及时，就可能会出现严重内脏损害，甚
至危及生命。

厉小梅等专家指出，现阶段对干燥
综合征的治疗包括针对腺体的局部治
疗，如改善口干的味觉兴奋剂、唾液替代
物，改善眼干的人工泪液、眼部凝胶等；
对合并有全身症状及脏器损害的患者，
会酌情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糖皮质激素、
抗疟药、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
白等。

许珂表示，干燥综合征患者要注意
用眼卫生，避免过度用眼，户外活动时可
佩戴防护镜；要注意口腔卫生，及时清洁
牙齿，定期做口腔检查。此外，还要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少食辛辣、
多吃蔬菜和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注意休
息，适当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精
神压力过大。

据新华社太原12月19日电

冬已至 盼春归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