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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月26
日电 （记者 周润健）
乙巳蛇年新春将至，各
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
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
围，年味越来越浓。知
名学者、著名作家冯骥
才认为，团圆、祈福和迎
春是春节最为关键的三
大主题，寄托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情感。

团圆，是春节永恒
的主题，阖家团聚是亿
万中国人的梦想。冯骥
才说，正是有了这样的
梦想，才有了独特的“春
运现象”。临近过年，中
国所有的城市、乡村，都
变成了情感磁场，把出
门在外的人吸引回家。

“春运的人潮所期
待的，正是‘年文化’的
精 神 核 心—— 阖 家 团
聚。从这一点上来说，
年是抚慰人们乡愁的最
温暖的日子。”冯骥才
说。

当大大小小的“福”
字愈来愈多地映入眼
帘，不用问，自然是春节
来了。

冯骥才说，传统农
耕社会，一年伊始、万象
更新，是对未来所有美
好期待的开端，祈福便

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仪
式。小到家庭幸福、平
安健康，大到社会富足、
国泰民安，都是中国人
的“福”。

春节另一个重要的
主题是迎春。春节处在
大自然冬去春来的时
日，古人用辞旧迎新四
个字表达对大自然一种
很深切的情感与敬意，
告别去岁的生命时光，
迎接天地新的馈赠。

冯骥才说，春是新
一轮农耕生产的开始，
是未来一年生活的象
征，广义的春是新生活
的开始，所以，迎春也称
作迎新。

人们在春节，呼唤
春、期待春、迎接春，因
而称门联为“春联”，称
酒水为“春酒”。“迎春，
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天
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
共 生 ’的 传 统 哲 学 精
神。”冯骥才说。

春节的文化底蕴深
厚且斑斓。“团圆、祈福
和迎春还衍生出春节的
其他主题，如祥和、丰
收、平安、富贵等等，它
们也都是人们生活中最
切实的愿望。”冯骥才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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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也会烫伤？
别让“暖冬好物”变成“皮肤杀手”

受本轮寒潮影响，连日来我国出现大范围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全国大

部地区都有显著降温。

在寒冷的天气下，防寒保暖必不可少。热水袋、暖宝宝、电热毯等取暖

用品销量节节攀升，各类穿戴式取暖装备层出不穷。专家提示，在使用这类

产品时，要谨防低温烫伤，因为热量持续积累，容易造成深层组织损伤，即使

表面看起来没那么严重，实际损伤可能已深。

“温水煮青蛙” 烫伤来得悄无声息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

性病科前不久接诊了一位年轻女性患
者，她因为腿部皮肤出现红肿、起疱来
就医。经了解，她在冬天习惯用热水
袋暖脚，而且经常直接把热水袋贴着
皮肤放一整晚。虽然热水袋温度并不
算特别高，但长时间接触导致了低温
烫伤。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
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馨予说：“低温烫
伤不像开水烫伤那样立即就能感觉到
疼痛，反而在受伤初期感觉很舒服，这
也是它的危险所在。就像温水煮青蛙
一样，当皮肤感受到不适时，损伤往往
已经形成了。”

临床上，低温烫伤通常发生在 38
至45摄氏度的温度下，持续接触30分
钟以上就可能造成伤害。不当使用热
水袋、暖宝宝、电热毯等取暖用品都可
能导致低温烫伤。这类烫伤初期会出
现皮肤潮红、肿胀，严重时会出现水疱，
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留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郭一峰介绍，各年龄
段人群都应警惕低温烫伤。“儿童群体
更多是由于热水袋造成烫伤，有的家长
睡觉前把热水袋放在被子里，孩子睡觉
时没有拿出来，放了2到3小时，部分皮
肤就被热水袋一直捂着；而年轻人则是
爱美，寒冷的环境里穿得太少，为了保
暖身上长时间贴着暖宝宝。”

67岁的杨阿姨在骨科确诊慢性膝
关节疼痛后，为了缓解症状，自行把暖
宝宝贴在关节皮肤上，直到发觉痒疼才
揭除。结果皮肤先是局部出现红斑，红
斑上又起了水疱，随后在皮肤科被诊断
为低温烫伤，暖宝宝无意间成了造成皮
肤损伤的“慢性杀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造口护理工作室领军人、护士长田丽
说，身体伴随一些基础病如代谢紊乱、
血糖高、营养差、肝肾功能下降、血管病
变等群体更容易成为低温烫伤的高风
险人群。

“御寒神器”走俏 敲响低温烫伤警钟
随着寒冷天气来袭，各类“过冬神

器”迎来了畅销季，销量节节攀升。
2024 年天猫“双 12”相关数据显示，传
统过冬品类如电热毯的同比销售额增
速 达 到 142% ，暖 手 宝 的 增 速 达 到
141%。创新品类如暖身毯的销售额增
速达到102%，电热袜的增速达到21%。

北京市西城区一位上班族告诉记
者，他不仅在家里购买了电热毯、电暖
气等取暖产品，还购置了发热坐垫、暖
风机等产品。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暖
手贴”等关键词，不少产品为“可穿戴
式”，使用方法的图片介绍都是直接与
皮肤接触，如直接包裹在手部皮肤，直
接贴在足底或腰部。

田丽说，暖宝宝等产品不能直接贴

在皮肤上，不能长时间接触人体。如膝
关节、腰椎棘突、手背、下肢血管病变发
凉的腿脚等都是皮下软组织少而薄部
位，一旦烫伤，就属于深度烫伤，再伴有
全身因素更容易经久不愈。

张馨予说，对于保暖产品的质量管
控，建议相关部门制定更严格的产品标
准。热水袋、暖宝宝、电热毯等产品应
该标配温控装置和使用时限提示。包
装上要醒目标注使用注意事项，并配有
详细的使用说明书。

另外，可在社区医院、养老院定期
开展健康讲座，特别要针对老年人、糖
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制作通俗易懂的
科普内容，让更多人了解低温烫伤的危
害和预防措施。

低温烫伤别慌张 专家教你正确处理
人体能够感知温度，却为何对低温

烫伤如此迟钝？
张馨予说，当皮肤持续接触温热

物体时，局部血管会扩张，产生舒适的
温热感。这时皮肤感受器会逐渐“疲
劳”，降低了对持续性温度刺激的敏感
度。

“类似于‘温水煮青蛙’原理，可能
会导致真皮深层及皮下各层组织烫
伤。”田丽说，初期皮肤会出现红斑、红
肿、水疱、脱皮等症状，疼痛感一般不明
显。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皮肤损
伤加重，渗出增多，感染、痂下积脓、疼
痛感加重。

田丽表示，如果发生了低温烫伤，
不要惊慌失措，乱了阵脚。首先可以局
部先敷凉毛巾降温，不要揉搓。仅仅是

红斑时可以使用湿润烧伤膏、烧烫伤膏
类的软膏轻轻地涂一层，也可涂抹有止
疼作用的水凝胶类药物。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皮肤科副主
任医师高地提示，切勿使用偏方，如涂
盐水、白醋、牙膏等，也不要自行刺破水
疱，以防创面感染。若处理不当，感染
加重还可引起骨髓炎、败血症等严重并
发症。创面溃烂还会引起愈合困难，愈
合后瘢痕明显。

郭一峰表示，如果睡前将热水袋放
在被子里，切记睡觉时要拿出来。“如果
一定要放在被子里，建议用一条毛巾将
其包裹，做一个隔层，相当于做一个物
理隔离，可以大大减少直接接触带来低
温烫伤的风险。”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