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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解惑

关注

鼻炎当感冒治治标不治本
近日，41 岁的高女士因持续出现

鼻塞、流涕、咳嗽和打喷嚏等症状，前

往医院就诊。“我以为是感冒了，所以

一直吃感冒药，但吃了半个月症状仍

然没有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趋势。”高

女士说。

经过检查，高女士被确诊为过敏

性鼻炎，过敏原包括尘螨、霉菌和宠物

毛屑。

“冬季由于天气寒冷干燥，人们往

往紧闭门窗，导致室内空气不流通，

为尘螨滋生提供了温床。同时，取暖

设备的使用进一步加剧了室内空气

的干燥程度，使得尘螨滋生问题更加

严重。此外，人们频繁进出室内外，

冷 热 空 气 交 替 刺 激 也 极 易 引 发 鼻

炎。除了季节与环境因素，生活习惯

同 样 对 鼻 炎 的 发 作 产 生 重 要 影 响 。

家中养宠物、不经常打扫卫生等不良

生活习惯都是导致鼻炎高发的罪魁

祸 首 。”张 田 主 任 说 ，对 于 过 敏 性 鼻

炎患者而言，定期进行过敏原检测并

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例

如，知道自己对尘螨过敏的患者应经

常 更 换 床 单 被 罩 ，保 持 卧 室 清 洁 卫

生，以减少过敏原的暴露。

“患者应尽量避免与尘螨、花粉、

动 物 毛 发 等 过 敏 原 接 触 ，并 在 室 外

做 好 佩 戴 口 罩 等 防 护 措 施 。 同 时 ，

抗 过 敏 药 物 、鼻 用 皮 质 类 固 醇 喷 雾

等 药 物 也 可 用 于 治 疗 过 敏 性 鼻 炎 ，

必 要 时 还 可 考 虑 脱 敏 治 疗（免疫疗

法）。”张主任建议。

学会察“颜”观“色”辨鼻炎
由于过敏性鼻炎和感冒的症状相

似，如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两者

如何区分？张主任介绍，可以通过察

“颜”观“色”辨鼻炎

一看鼻子 痒 的 程 度 。 过 敏 性 鼻

炎 会 导 致 鼻 子 奇 痒 难 耐 ，忍 不 住 想

挠 。 尤 其 是 过 敏 性 鼻 炎 ，接 触 过 敏

原 后 ，如 花 粉 、尘 螨 ，痒 感 即 刻 袭

来。那种痒就像有无数只小虫子在

鼻 子 里 爬 ，让 人 坐 立 不 安 。 而 感 冒

鼻 子 也 会 痒 ，但 程 度 较 轻 ，且 通 常

伴 随 其 他 全 身 症 状 ，如 肌 肉 酸 痛 、

发热等。

二是看打喷嚏的频率。过敏性鼻

炎打喷嚏如同机关枪，一连串地来，尤

其是早晨起床或接触过敏原后，有时

候甚至能连续打十几个喷嚏，让人非

常难受。感冒也会打喷嚏，但频率相

对较低，且通常伴随着发热、咳嗽、咽

喉疼痛等症状，还会伴随咽喉和身体

其他部位的不适。

三是看 鼻 涕 的 性 质 。 过敏性鼻

炎双侧鼻腔清水样鼻涕不断流出，尤

其在过敏性鼻炎中，清鼻涕就像关不

住的水龙头，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

而感冒时，鼻涕初期可能是清水样，

但随后会变成浓稠的黄色或绿色鼻

涕 ，并 伴 有 鼻 塞 、咽 喉 疼 痛 等 症 状 。

从清澈透明到变得浑浊浓稠，这个变

化也是判断感冒的一个重要依据。

四是从全身症状来看。过敏性鼻

炎通常局限于鼻部，无明显的全身症

状，只是鼻子在“闹脾气”，身体其他

部位基本不受影响。感冒全身症状明

显，包括发热、畏寒、肌肉酸痛、乏力，

严重时可能伴有咳嗽、咽喉疼痛等。

整个身体都像被“病毒大军”入侵了

一样，浑身不舒服。

预防过敏性鼻炎这样做
“保持鼻腔湿润对于缓解过敏性

鼻炎症状具有积极作用。可以用生理

盐水进行鼻腔冲洗，或者在家中使用

加湿器来增加室内湿度。同时，增强

免疫力也是预防感冒和鼻炎的有效手

段之一。”张主任说，过敏性鼻炎的日

常防范措施并不复杂。做好以下几点

可有效预防。

首先，对于敏感体质者来说，外

出 时 最 好 佩 戴 口 罩 ，避 免 接 触 春 季

常见的花粉、飞尘等过敏原。同时，

应 尽 量 减 少 与 花 草 的 接 触 ，降 低 过

敏风险。

其次，随 着 天 气 变 化 ，应 适 时 增

减 衣 物 保 持 身 体 的 舒 适 。 此 外 ，室

内应保持常通风，确保空气清新，减

少 过 敏 原 的 积 累 。 同 时 ，勤 晒 被 褥

也是消除霉菌和螨虫等过敏源的有

效方法。

另外，多喝水也是预防鼻炎的重

要一环，多喝水可以防止鼻腔及上呼

吸道干燥，降低鼻炎的发病率。使用

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同样可以在干燥的

天 气 里 保 护 鼻 腔 黏 膜 ，有 效 预 防 感

冒。对于已经患有鼻炎或哮喘的患者

来说，这种方法还可以加速炎症的愈

合，缩短病程。

此外，适当增加有氧运动、增强

体质也是提高抵抗力的有效途径，有

助于人们更好地应对各种疾病，包括

鼻炎。

最后，张主任提醒，不要轻信所谓

“根治鼻炎”的产品。目前，鼻炎尚无

法根治，但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

有效控制。那些声称能根治鼻炎的机

构和产品往往是虚假宣传，市民应提

高警惕，选择正规医院就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偏头痛、肩周痛、足跟痛、坐骨神经

痛……多少人在反复疼痛中默默忍受？

专家提醒，慢性疼痛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需要合理地治疗干预。

“能忍则忍”是误区
老李是名卡车司机，长期久坐开车，

腰、背、臀部经常疼痛难忍。一爬楼梯，

膝盖也开始酸痛。医院诊断为肌肉骨骼

损伤。

吕大爷去年得了带状疱疹，治好之

后仍反复剧烈疼痛，上医院一查：带状疱

疹后遗神经痛。

还有部分癌症患者，术后持续疼痛；

一些病人时常感觉全身多处疼痛，各项

检查却找不到明显原因……

专家介绍，急性疼痛是身体发出的

警告，但当疼痛反复持续 1 个月以上，就

可称为慢性疼痛。慢性疼痛会带来人体

系统功能失调、免疫力降低以及心理问

题等。随着长时间疼痛的刺激，人的神

经系统可能发生改变，难以治愈。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 2024 年疼痛医

学周学术会议上，一份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3 年我国慢性疼痛相关疾病住院

患者达 2615 万例。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樊碧发表

示，我国疼痛患者群体庞大，但社会对疼

痛管理的科学认知还不足，治疗不及时、

不正确容易导致病情加重，需要促进疾

病知识普及。

“有些人认为，疼痛能忍则忍，这其

实是一个认知误区。”樊碧发说，不少慢

性疼痛患者不仅身体承受痛苦、免疫力

低下，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影响，常常

伴随着焦虑、抑郁情绪，严重影响生活

质量。

如何规范化治疗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

会、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等机构发布

的《常见疼痛管理联合提示》，早期治疗

能够提高药物治疗的敏感性，达到更好

的治疗效果。

根据上述提示，对于轻中度疼痛，患

者应积极寻找病因并通过药物和非药物

治疗相结合的方式干预；重度疼痛患者

则应及时就医，尤其是慢性病合并突发

疼痛，可能是病情恶化的信号。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涌现出很多

镇痛药物以及先进的治疗手段。”樊碧发

介绍，目前对神经痛、癌痛、骨关节疼痛

等都有规范化治疗方案。其中，用药不

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强调

联合原则，最大限度发挥止疼药物、改善

神经代谢药物、解除焦虑抑郁状态药物

的作用，并最大程度降低药物副作用。

非药物治疗慢性疼痛的方法也有很

多。专家介绍，这些方法包括理疗、针

灸、射频治疗、神经调控治疗、神经系统

毁损性手术治疗等。

有研究发现，女性患有慢性疼痛疾

病的比例更高，由于生理特征，感受到的

疼痛程度更强，治疗难度也更大。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

张达颖表示，疼痛的性别差异，还要求疼

痛科医生注重治疗的个体化、药物作用

的差别以及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对诊疗

效果的影响。

织起综合防治网
多位专家介绍，目前我国的慢性疼

痛诊疗仍存在知晓率低、就诊率低、完全

缓解率低等问题。

樊碧发认为，被动的临床诊疗要转

向主动的综合防治。下一步将联合社

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开展慢性疼痛的

科普宣传、早期预防、筛查预警、综合管

理等工作。针对重点人群和重点疾病，

还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干预，如改善

工作环境、优化生活习惯、加强体育锻

炼等。

作为“健康守门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能否科学、有效、规范地进行疼痛诊

疗和管理，也面临挑战。

数据显示，虽然全国范围内疼痛科

收治的患者逐年增加，但 68.7%的患者是

在三级医院进行诊疗。以带状疱疹后遗

神经痛为例，二级医院的治疗有效率比

三级医院低 11.6%。

对此，多位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强化

疼痛学科建设，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构，

提升慢性疼痛的综合疗护能力。

2022 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

印发了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要

求逐步推广疼痛综合管理，提升疼痛诊

疗能力和相关技术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

川表示，慢性疼痛机制复杂，不仅需要全

流程管理，还需要建设包括多学科协作

在内的综合管理体系。未来要结合疼痛

专业质控指标，切实帮助改善基层医院

疼痛诊疗的水平，造福更多患者。

新华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市第二人民

医院（金阳医院）获悉，该院睿力上城

诊疗区已正式启用，目前健康管理中

心、眼视光中心（眼科门诊）、孕产保

健中心（产科门诊）、儿童保健中心已

整体搬迁至睿力上城诊疗区。

据悉，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舒适的健康保健及医疗服务，12

月初，睿力上城诊疗区已有四部门陆

续投用。其中，健康管理中心新址位

于睿力上城诊疗区健康管理中心楼一

二三层；眼视光中心（眼科门诊）新址

位于睿力上城诊疗区眼视光中心楼一

二层；孕产保健中心（产科门诊）新址

位于睿力上城诊疗区健康管理中心楼

四层；儿童保健中心新址位于睿力上

城诊疗区健康管理中心楼四层。

市民可搭乘地铁 2 号线，在金阳

医院站 B 出口，往加油站方向步行 150

米。自驾导航“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睿力上城诊疗区”，根据诊疗区标识进

入停车场，直接乘坐电梯至诊疗区。

也 可 乘 坐 47、77、95、100、217、237、

291、801、217 路及观山 6 路、观山 8 路

等公交车至金阳医院站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睿力上城诊疗区正式启用

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卫健委获

悉，今年 9 月至 11 月，4 支国家医疗队

到我省开展巡回医疗，覆盖贵州 5 个

市州 12 个区县，巡回时间 82 天，服务

群众 5000 余人，让群众在“家门口”享

受到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

据介绍，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

作启动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吉

林大学第一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广

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 家医院的

国家巡回医疗队共 73 人到我省开展

疑难病例会诊、手术带教、大型义诊、

学术讲座培训等巡回医疗工作。贵州

省卫生健康委积极与派出医院沟通协

调，组织各市（州）结合实际，提出手术

教学、疑难病例讨论、教学查房和医院

管理等方面的具体需求，并制定工作方

案，确保国家医疗队在贵州的巡回工作

取得实效，巡回服务更加精准务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今年4支国家医疗队
到我省开展巡回医疗
巡回82天服务群众5000余人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科技厅公

示 2025 年度贵州省科技支撑计划拟

立项项目名单，经过严格的评审和筛

选，各行业共有 150 个科研项目获得

拟立项资格。其中与医学相关的共

37 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贵州医

院一项目成功立项。

据悉，中山一院贵州医院此次成

功立项的项目名为《TRPM7 阳性 SLC

新亚群在调控男性生殖早衰中的作用

机制及应用研究》，由中山一院贵州医

院党委书记孙祥宙主持申报。该项目

不仅聚焦于当前医学领域的前沿问

题，还紧密结合了医院的临床实际和

患者需求，旨在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医

疗服务的持续改进和升级。

中山一院贵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李海表示，此次获批2025年度贵州省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不仅是对医院过去

科研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医院未来科研

工作发展的激励和鞭策。医院将以此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科研团队建设，深

化科研合作与交流，推动科研成果的临

床转化和应用，为提升贵州省乃至全国

的医疗服务水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中山一院贵州医院——

一项目获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立项

“趁热吃”危害有多大？

持续疼痛也是病 早防早治不“忍痛”

进入冬季过敏性鼻炎高发，专家支招：

察“颜”观“色”辨鼻炎

天气转凉，食欲增强增加了热量的

摄入，同时，运动减少会使血糖代谢减

慢，血糖自然会升高。贵阳市第二人民

医院（金阳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龙丽提醒，冬季人体在寒冷刺激下交感

神经会兴奋，肾上腺素分泌增多，导致

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在冬季需要更加

注意血糖的管理。

龙医生建议，糖尿病患者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控糖”：

一、饮食疗法。调整食物种类和摄

入量，减少高糖、高脂肪和高盐食物的摄

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粗粮、新

鲜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

维生素，有助于控制血糖。同时，应避免

食用高糖、高脂的食物，如蛋糕、炸鸡等。

二、运动疗法。快走、游泳、打太极

拳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助于提高

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血糖控

制。但运动前要确保身体状态良好，避

免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外出运动。

三、中药调理。中医认为冬季气血收

敛，糖尿病患者可在专业中医师的指导

下，通过补益肝肾、健脾养胃的方剂调节

体内阴阳平衡，达到稳定血糖的目的。

四、血糖监测。定期检测空腹及餐

后血糖值，了解自身代谢状态，并根据

数据调整治疗方案。冬季血糖波动可能

较大，建议增加血糖监测的频率。

五、胰岛素注射和口服降糖药。胰

岛素注射是快速降低过高血糖的紧急处

理手段，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口服降

糖药也是常用的治疗方法之一，患者应

按时服药，不可私自增减剂量。

六、保暖和预防感染。糖尿病患者

冬季应注意保暖，预防感冒和感染，以

免因抵抗力下降引起并发症。

龙丽强调，冬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

说是一个挑战，但通过合理的饮食、适

当运动、定期的血糖监测以及必要的药

物治疗，可以有效地保持血糖稳定。同

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情绪状态也

非常重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冬季血糖更易升高——

做好六个方面 加强血糖管理

本报讯 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

贵阳市进入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

贵阳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出提醒，广大

市民需重点预防流行性感冒、流行性

腮腺炎、水痘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轮

状病毒和诺如病毒感染引起的感染性

腹泻病。

流感、腮腺炎和水痘是冬季常见

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和接

触传播。疾控中心建议市民主动接种

流感疫苗，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

人防护，避免接触有症状的患者，并加

强自我健康监测。

对于感染性腹泻病，尤其是轮状

病毒和诺如病毒感染，市民应注意手

卫生，饮食和饮水卫生，以及病例管

理。口服轮状病毒疫苗是预防轮状病

毒肠炎的有效措施。

此外，疾控中心特别提醒市民警

惕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

中毒多发生在秋冬交界和寒冷的冬

季，含碳物质燃烧不充分，环境狭小、

密闭、无通风或通风不良都是造成中

毒的重要原因。市民在使用炭火、燃

煤等明火取暖时，要常开门窗通风换

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并确保燃气、

煤气等设施设备的正确安装和使用。

若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应立即打

开门窗通风，关闭煤气、燃气灶具、热

水器阀门等设施设备，在确保自身安

全的前提下，迅速帮助患者脱离中毒

环境，转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处。

有条件的尽快让患者吸氧，对中重度

患者应立即进行现场急救，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贵阳疾控中心发布十二月防病提示：

重点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许树长介绍，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将 65℃以上的热饮列入了致癌物。

大量研究证实，长期食用过热食物会增

加患食管癌的风险。此外，吃过热的食

物还可能带来其他一系列危害。

事实上，当烫的食物进入口腔那

一刻开始，伤害便接踵而至。

第一站：口腔。烫食可能直接烫

伤口腔黏膜，导致口腔黏膜发红、充

血、口腔溃疡、牙龈溃烂、牙齿敏感等

问题。长期吃烫食还会破坏舌头表

面的味蕾，影响味觉神经传导，导致

口腔麻木，使人食欲减退，口味越来

越重。反复刺激损害口腔黏膜还可

能增加患口腔癌的风险。

第二站：食管。食管黏膜受到烫

食刺激后容易受损，可能出现食道水

肿、溃疡等症状，长此以往还可能导

致食管炎、食道出血、食道狭窄等，甚

至诱发食管癌等严重疾病。

第三站：胃。胃黏膜对高温食物

非常敏感，烫食可能导致胃黏膜损

伤、炎症和溃疡。长期慢性刺激可能

引发慢性胃炎、糜烂，甚至诱发上皮

细胞癌变。

第四站：肠道。如果食物温度过

高，会破坏肠道内的菌群平衡，导致

肠道功能紊乱，可能引发腹泻、便秘

等肠道问题。

口腔耐热温度在 65℃至 70℃，食

道黏膜耐热温度在 45℃至 50℃，胃黏

膜耐热温度在 40℃。所以，有时候觉

得食物入口不烫，却有可能把食道、

胃“烫伤”，引发胃炎、胃糜烂等。

此外，年龄渐长，人体对热痛的

感知也会轻微下降，加上长时间接触

烫食，会让新生黏膜细胞发生类似

“皮肤老茧”的角化改变，对温度感知

更不敏感。食物凉一凉再吃，对消化

道 、肠 胃 是 一 种 保 护 ，但 也 不 宜 过

凉。另外，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要

说话，也不要进食过度刺激的食物。

上观

随着天气渐冷，前往医院

就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明显

增多，与此同时，医院门诊也

有不少将过敏性鼻炎误认为

是感冒的患者。为什么每到

冬季过敏性鼻炎就会高发？

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与感冒症

状相似，如何进行辨别及应

对？近日，记者采访了贵州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

主任医师张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