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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的诱因及应对策略
□马英群

如何帮助中风患者恢复功能
□林灿红

哮喘有哪些症状
和处理方法

□马方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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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幽门螺杆菌感染
□鲁国静

如何正确应对突发状况
□孟祥涛

春天，草长莺飞，百花盛开，
正是人们走出家门，欣赏大自然
美景的好时节。小王也约上了好
友，一同外出踏青游玩。游玩过
程中，他的鼻子总是发痒，不停地
打喷嚏、流鼻涕，嗅觉也变得迟
钝。经检查，小王得知自己患上
了过敏性鼻炎。

那么，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呢？
我们又该怎样预防控制它呢？接
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过敏
性鼻炎的症状、诱因以及应对策
略。

症状
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包括

鼻痒、打喷嚏、流清鼻涕和鼻塞
等。这些症状可能会突然出现，

也可能在接触某些过敏原后持续
存在。小王所经历的就是这种症
状，他的鼻子总是痒痒的，不透
气，不停地打喷嚏，流清水鼻涕，
嗅觉也变得迟钝，这些症状虽然
不会危及生命，但却会给患者带
来很多不便和不适。

诱因
过敏性鼻炎属IgE介导的I型

变态反应，变应原刺激机体产生
特异性IgE 抗体结合在鼻黏膜浅
层和表面的肥大细胞、嗜碱性粒
细胞膜上，使之处于致敏状态，如
变应原再次吸入则刺激致敏细胞
IgE 发生桥连引起一系列生化反
应。

过敏性鼻炎诱因多种多样，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环境因素。春
天的花粉、尘螨、动物皮屑等都是
过敏性鼻炎的常见诱因。此外，
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等因素也可
能导致过敏性鼻炎的发作。小王
在春天出现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很可能与春天的花粉飘散有关。

除了环境因素外，过敏性鼻
炎的发作还可能与个体的遗传因
素有关。如果家族中有过敏性鼻
炎的病史，那么个体患病的风险
可能会增加。因此，对于有过敏
性鼻炎家族史的人来说，更应该
注意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应对策略
面对过敏性鼻炎的困扰，人

们可以采取一些应对策略来缓解

症状。首先，尽量避免接触过敏
原是非常重要的。过敏体质者可
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或者戴上
口罩、护目镜等防护用品来减少
过敏原的接触。此外，保持室内
清洁、定期更换床上用品等也有
助于减少过敏原的存在。

除了避免接触过敏原外，药
物治疗也是缓解过敏性鼻炎症状
的有效方法。如鼻用糖皮质激
素、抗组胺药、肥大细胞膜稳定
剂、抗白三烯药等。或考虑手术
选择性神经切断如翼管神经切
断。需要注意的是，药物治疗只
是暂时缓解症状，并不能根治疾
病。因此，在使用药物时，应该遵
循医生的指导，不要自行增减剂

量或改变用药方式。
除了以上应对措施外，调整

生活方式也是预防和改善过敏性
鼻炎的重要措施。保持充足睡
眠、规律运动等有助于增强身体
的免疫力，减少过敏性鼻炎的发
作。同时，保持良好的心态也非
常重要。过敏性鼻炎虽然会带来
一些不便和不适，但只要我们积
极应对、合理治疗，就能够有效控
制症状，享受美好生活。

总之，过敏性鼻炎是一种常
见的疾病，只要我们了解它的症
状、诱因和应对策略，就能够有效
应对它。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泽市
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中风又称脑卒中，是一种严
重的健康问题，可能导致肢体瘫
痪、语言障碍和认知功能受损。
然而，中风并非绝症。通过科学
的康复计划和多种治疗手段，中
风患者有望恢复功能，重返美好
生活。本文主要探讨中风康复的
重要性，以及如何帮助中风患者
实现功能恢复。

早期干预
中风患者最需要的是早期干

预。一旦发生中风症状，如突然
出现的面部表情不对称、手臂或
腿部无法移动、语言困难等，患者
应立即就医。及时使用组织型纤
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等血管内溶
栓药物进行溶栓治疗，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中风后的神经功能缺
损，提高患者的康复机会。

个性化康复计划
中风患者在病情稳定后，需

要进行全面的康复评估。康复专
家将评估患者的身体功能、认知
能力、社交环境等多个方面，并根
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
划，包括物理治疗、语言治疗、职
业治疗以及心理辅导等多种康复
手段，以确保患者获得全面的康
复支持。

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可以帮助中风患者

恢复肢体功能和平衡能力。康复
医生会制定针对性的运动计划，
包括肌肉强化、平衡训练和步态

训练等，以帮助患者恢复行走和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物理治疗师
还可能使用一些辅助设备，如平
衡垫和步行器，以加速康复过程。

语言治疗
许多中风患者在发病后会出

现言语障碍，包括失语症或语言
不流利。语言治疗师会通过语音
训练、发音练习和语言理解训练，
帮助患者尽快恢复语言能力。此
外，语言治疗还可以改善吞咽功
能，防止吞咽困难引起的并发症。

认知康复
中风后，部分患者可能出现

认知功能障碍，包括记忆力减退、
注意力不集中等。认知康复旨在
通过认知训练和生活技能训练，帮

助患者重新建立起独立生活所需
的认知功能。康复专家会针对患
者的个体情况设计相应的认知训
练项目，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社会支持和心理辅导
中风除了给患者带来身体上

的困扰，还可能对患者的心理造
成巨大的冲击。社会支持和心理
辅导变得至关重要。家人、朋友
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患
者缓解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鼓
励患者树立乐观的康复信心，积
极应对康复挑战。

生活方式干预
中风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患者和家人需要有耐心和恒
心，逐步挑战康复的不同阶段。

此外，生活方式干预也是康复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持均衡饮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习惯，
可以帮助患者预防中风的再次发
作，促进身体的康复与健康。

中风康复是一个复杂而持久
的过程，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协作以
及患者及其家人的积极参与。通
过早期干预、个性化康复计划以及
综合多种康复手段，中风患者可以
重获功能、重返美好生活。康复的
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患者的信心和
毅力以及医护团队的专业支持。
让我们共同努力，帮助中风患者重
新找回光明的未来。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泽市
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室，是一个充满紧张与未
知的地方，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生
与死的较量。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
或意外，如何正确应对，抓住宝贵的
抢救时间，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将
带你了解急诊室里的“生死时速”，
并为你提供一些应对突发状况的实
用建议。

突发状况的应对原则
保持冷静 在面对紧急情况时，

保持冷静的心态是至关重要的。慌
乱和焦虑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错失最佳抢救时机。

迅速求助 一旦发现有人出现
突发状况，立即呼叫急救，并简要描
述病情。在等待急救人员到场的过
程中，尽量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并
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

掌握基础急救技能 了解并掌
握一些基础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
止血等，可以在关键时刻为患者争
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

常见突发状况及应对措施
心脏病发作 心脏病发作时，

患者可能会出现胸痛、胸闷、呼吸
困难等症状。此时应让患者平躺

并保持安静，避免情绪激动。如果
发生心跳骤停，应立即进行心肺复
苏。

中风 中风患者可能会出现一
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言语
不清等症状。此时应让患者平躺，
并尽快送往医院。切忌随意搬动患
者，以免加重病情。

创伤 对于创伤患者，应迅速止
血，并根据伤情采取适当的急救措
施。如有骨折，应避免随意搬动患
者；如有开放性伤口，应尽快包扎止
血。在等待急救人员到场的过程
中，尽量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

窒息 如果患者出现窒息症状，
如呼吸急促、面色青紫等，应迅速清
除呼吸道异物，保持呼吸道通畅。
若患者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心肺
复苏。

药物中毒 如果患者因药物中
毒出现意识不清、呼吸抑制等症
状，应立即呼叫急救，并尽快将患
者送往医院。在等待急救人员到
场的过程中，尽量维持患者的生命
体征，如保持呼吸道通畅、维持心
跳等。

如何降低突发状况的发生风险
定期体检 通过定期体检，可以

及早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降低突
发状况的发生风险。

健康生活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如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
酒等，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中风
等突发状况的发生风险。

学习急救知识 了解并掌握基
础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可以为自
己和他人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

安全环境 检查家庭和工作场
所环境，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降低
意外事故的发生风险。

急诊室里的“生死时速”是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个细节都
可能决定着患者的生死。通过了
解突发状况的应对原则和应对措
施，我们可以在关键时刻为患者争
取宝贵的抢救时间。同时，通过降
低突发状况的发生风险，我们可以
更好地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安
全。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关注健
康，珍惜生命。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单县东大
医院）

麻黄是中国传统中药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然而，对于它的了解，却往往只停
留在“发汗解表”的简单描述上。今天，我
们就来一起探索麻黄的奥秘。

麻黄的来源与性状
麻黄，又称麻黄草，来源于麻黄科植

物草麻黄、木贼麻黄或中麻黄。它主要生
长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以根茎入药。
麻黄药材呈细长圆柱形，表面淡绿色至黄
绿色，有纵棱线。麻黄的质地坚脆，断面
中心黄棕色，有放射状纹理。

麻黄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
现代研究表明，麻黄的主要化学成分包

括麻黄碱、伪麻黄碱等生物碱。这些成分赋
予了麻黄丰富的药理作用，如发汗、平喘、止
咳、抗炎等。其中，麻黄碱具有兴奋中枢神
经系统、升高血压、促进代谢等作用；伪麻黄
碱则具有抗炎、抗过敏、镇咳等作用。

麻黄的作用及临床应用
解表散寒 麻黄辛温，具有强大的发

散风寒之力，为解表散寒的常用药物。在
感冒风寒初期、恶寒发热、头身疼痛、无汗
而喘等症状的治疗中，麻黄常与桂枝相须
为用，以增强发汗解表的效果。

宣肺平喘 麻黄能够开宣肺气，散风
寒而平喘，是治疗肺气壅遏所致喘咳的要
药。无论是寒邪束表、肺气不宣的喘咳，
还是痰热壅肺、肺气上逆的喘咳，麻黄都
能发挥良好的平喘作用。

利水消肿 麻黄能够宣通肺气，通调
水道，下输膀胱，具有利尿消肿的功效。
在风水水肿、小便不利、水肿兼表证的治
疗中，麻黄常与白术、生姜、甘草等同用，
如《金匮要略》中的麻黄加术汤。

散寒通痹 麻黄辛散温通，能够散寒
邪、通经络、止痹痛，适用于风寒湿痹、关
节疼痛、肢体拘挛等症状。麻黄常与桂
枝、乌头、附子等药同用，以增强散寒通痹
的效果。

常见的麻黄药品
麻黄汤 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等

组成，具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的功效，常
用于治疗感冒风寒、咳嗽气喘等症状。

麻黄附子细辛汤 由麻黄、附子、细辛等组成，具有温阳
散寒、通痹止痛的作用，常用于治疗少阴病、寒邪凝滞所致的
痹痛等症状。

麻黄碱 为麻黄的生物碱成分，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
升高血压等作用，常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低血压等疾病。
但需注意，麻黄碱具有一定的不良反应和依赖性，应在医生
指导下使用。

麻黄的使用注意事项
虽然麻黄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价值，但使用时

仍需要注意。麻黄具有一定的不良反应和禁忌证，如过量使
用可能导致心悸、失眠、高血压等不良反应。此外，麻黄不宜
与洋地黄类药物同用，以免增加心脏毒性。对于高血压、心
脏病、失眠等患者，应慎用麻黄。

总之，麻黄作为一种古老的中药，在现代科学下仍然焕
发出新的光彩。通过对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味古老中药，为人类的健康事
业贡献力量。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无棣县水湾镇中心卫生院）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常见的胃
肠道细菌，它可以导致慢性胃炎、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由
于其与多种疾病的关系密切，幽门
螺杆菌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红
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
何预防感染呢？

认识幽门螺杆菌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幽门螺杆

菌的基本特征和传播途径。幽门
螺杆菌是一种微需氧菌，对生长条
件要求十分苛刻。它主要寄生于
人体的胃部，尤其是胃窦部，会引
起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
疡等疾病。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
癌的重要诱因之一。

幽门螺杆菌的主要传播途径
分别是口口传播、粪口传播、胃口
传播。口口传播是指含幽门螺杆
菌的唾液污染了食物或餐具，其他
人食用后感染，如接吻、家长用嘴
喂饭；粪口传播则是人摄入含幽门
螺杆菌粪便污染的水源或食物而
造成的感染；胃口传播是指人不慎
接触到感染者的呕吐物，常见于幼

儿园。因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是预防感染的重要措施。

幽门螺杆菌的预防措施
饮食卫生 保持餐具清洁，定

期消毒。尽量选择熟食，避免摄入
生食或半生食。饮用干净的水可
以降低感染风险，尽量选择经过净
化处理的水源。

个人卫生 养成勤洗手的习
惯，尤其是在接触公共场所物品
后。注意口腔卫生，经常更换牙
具、口杯，并且定期消毒。

改善生活习惯 保持规律的作
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同时，保
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避免因压
力导致的免疫力下降。

分餐制 实行分餐制或使用公
筷公勺，可以降低交叉感染的风
险。在外就餐时，尽量选择卫生条
件良好的餐厅，避免因餐具不洁导
致的感染。

避免亲密接触 尽量避免与感
染幽门螺杆菌的人进行亲密接
触。同时，注意个人物品的独立使
用，避免与他人共用牙刷、毛巾等

个人用品，以防口口传播，避免交
叉感染。

定期检查 可以进行碳—13呼
气试验、胃镜检查，尤其是对于高
危人群，可以及早发现并治疗幽门
螺杆菌感染。

增强免疫力 通过合理饮食、
适量运动等方式增强身体免疫力，
有助于预防感染。同时，避免长期
使用抗生素等药物，以免破坏肠道
菌群平衡，降低免疫力。

幽门螺杆菌作为“网红菌”，已
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了解其
特征和传播途径是预防感染的第
一步，而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更是
关键所在。通过饮食卫生、个人卫
生、定期体检等多方面的努力，我
们可以降低感染风险，保护自己和
周围人的健康。同时，对于已经感
染的患者，及时治疗也是非常重要
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积极采取
预防措施，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
然。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南市长
清区人民医院）

哮喘是一种慢性疾病，
通常由气道的慢性炎症和气
道过度反应引起，表现为气
道狭窄和阻塞，导致呼吸困
难、咳嗽、胸闷和喘息等症
状。以下是哮喘常见的症
状、病因和处理方法。

哮喘的症状
呼吸困难 哮喘患者常

感到呼吸急促，尤其在运动
或暴露于诱发因素后更为明
显，严重者甚至会有窒息感。

咳嗽 哮喘患者通常会
出现阵发性的咳嗽，尤其是
夜间或清晨咳嗽更为明显，
可能是干性的或带有痰液。

胸闷感 患者感觉胸部
紧迫或有压迫感，有时甚至
会出现胸痛。

喘息 呼吸时产生哮鸣
音，尤其在呼气时明显，是哮
喘的典型症状之一。

哮喘的病因
遗传因素 哮喘有家族

聚集性，遗传易感基因可能
增加患病风险。

环境因素 包括空气污
染、过敏原（如花粉、尘螨、宠物
皮屑）、烟草烟雾、化学物质等。

免疫反应 哮喘通常伴
随着过敏性炎症反应，免疫
系统对环境中的某些物质产
生过度反应。

哮喘的处理方法
有效的哮喘处理包括控

制症状、预防急性发作和减
少气道炎症。以下是一些常
见的处理方法。

药物治疗 包括控制性
药物和急性发作时的缓解药
物。控制性药物主要通过吸
入给药来减轻气道炎症和扩
张气道。急性发作时使用的
缓解药物包括短效β2受体激
动剂等，可以快速缓解哮喘
发作的症状。

触发因素管理 了解并
避免个人哮喘发作的触发因
素。这些因素可能包括过敏
原（如花粉、尘螨）、空气污染
物、烟雾等。保持室内空气
清洁，定期清洁床上用品以
及避免与过敏物质接触是很
好的预防措施。

哮喘行为计划 与医生进
行沟通和合作，制定个人哮喘
管理计划。患者学会监测症
状、正确使用吸入器、应对急性
发作、识别加重因素、记录症状
和发作频率、使用药物的情况，
以及哮喘控制的评估等，这样
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了解病
情发展和调整治疗方案。

生活方式管理 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避免过
度劳累、保持健康的饮食、加
强体育锻炼等，有助于提高
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定期随访和评估 定期
复诊，与医生合作评估病情，
调整治疗方案。

在哮喘管理中，关键是
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通过
了解哮喘的病因和症状，患
者可以更早地寻求诊断和治
疗。合理使用药物治疗并遵
守自我管理计划是长期控制
哮喘的关键。此外，定期随
访和与医疗专业人员密切合
作也非常重要。

综上，了解哮喘的病因、
症状和治疗对于成功管理哮
喘至关重要。通过及时干预
和综合治疗方法，可以减轻
症状、预防急性发作，并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借助教育
和自我管理，患者可以更好
地控制病情，与医疗专业人
员密切合作，实现有效的哮
喘管理目标。

（作者供职于河北省胸
科医院）

胆囊息肉是一种常见的胆囊疾病，
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明显症状的。然
而，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症
状。了解胆囊息肉的症状以及是否需
要切除，对于早期发现和治疗胆囊息肉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详细介绍胆囊
息肉的症状以及是否需要切除。

胆囊息肉的症状
胆囊息肉的症状与其大小、位置、

性质等因素有关。一般来说，大多数胆
囊息肉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但部分患者
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

上腹部疼痛 右上腹或上腹部疼痛
是最常见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隐痛或钝
痛，有时可放射至肩部。疼痛的原因可
能与胆囊炎症、息肉增大压迫周围组织
等因素有关。

消化不适 胆囊息肉可能影响胆汁
的分泌和排泄，导致消化系统的不适症
状，如腹胀、腹泻、恶心、呕吐等。

食欲不振 由于消化功能受到影
响，患者可能出现食欲不振、厌油腻等
症状。

黄疸 胆囊息肉压迫胆管或侵犯胆
管时，可能导致胆汁排泄受阻，引发黄
疸，表现为皮肤、巩膜发黄。

发热 胆囊炎症或感染时，患者可
能出现发热，通常为低热或中热，少数
情况下可出现高热。

胆囊息肉是否需要切除
胆囊息肉是否需要切除，需要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以下是判
断是否需要切除胆囊息肉的考虑因素。

大小 一般来说，对于直径大于 1
厘米的胆囊息肉，恶变的风险相对较
高。因此，对于直径大于 1 厘米的息
肉，建议考虑切除。

生长速度 如果胆囊息肉在短期内
迅速增大，尤其是大于2毫米/6个月的
速度，恶变的可能性较大，建议及时切
除。

形状和质地 胆囊息肉的形状、边
缘和质地等因素也可能提示其良恶
性。如果胆囊息肉呈不规则形状、边缘
不整齐或有钙化等情况，建议考虑切
除。

症状 对于有明显症状的胆囊息
肉，如右上腹疼痛、消化不适等，若药物
保守治疗无效，建议切除胆囊以解除症
状。

年龄 年龄也是一个考虑因素。年龄较大的患者恶
变风险相对较高，对于较小的胆囊息肉可能不需要急于
切除，但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应考虑切除。

其他因素 如家族史、遗传因素等也可能影响胆囊
息肉的良恶性判断。如有相关家族史或遗传因素，建议
密切观察或考虑切除。

综上所述，对于胆囊息肉是否需要切除，应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对于有明显症状、生长迅速、
直径大于1厘米、形状不规则或有家族史等高危因素的
患者，建议及时就医并咨询专业医生，根据医生的建议
进行切除或密切观察。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饮食结构，定期进行体检，有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胆囊
息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登封市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