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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冬季易患呼吸道感染，出

现发热、咳嗽等症状。

儿童呼吸道感染主要有四种类

型。一是支原体肺炎。多见于学龄期

儿童，典型的症状是发热、咳嗽。咳嗽

有一定特点，初期是阵发性、刺激性

干咳，随着病情进展会出现咳嗽、咳

痰，部分症状严重的孩子会出现喘

息、呼吸困难、发绀等表现。二是流

感。在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出现，早期

症状是突然高热，往往伴有全身的症

状，如乏力、头痛或肌肉关节酸痛，年

龄小的孩子可能精神萎靡，婴儿可能

出现吃奶差、少动等。三是呼吸道合

胞病毒感染。这是引起5岁以下儿童
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病原。两

岁以下婴幼儿，特别是早产儿、小于3
个月的婴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等基

础疾病的婴幼儿，如果出现呼吸快、

呼吸发憋、喘息声等，需要及时就医。

四是腺病毒感染。腺病毒有多种分

型，大多数病例临床症状较轻，表现

为发热、咽痛、咳嗽等，极少数会引起

较重的腺病毒肺炎，可能持续高热1
周以上。

与成人相比，儿童免疫系统处在

生长发育阶段，各脏器功能还不完

善，免疫功能相对较弱。儿童呼吸道

发育也与成人不同，以肺部组织为

例，儿童的大部分肺泡都在努力“工

作”，一旦发生感染，代偿能力较弱，

很容易出现呼吸道症状。所以，不少

儿童肺炎可能刚开始表现不重，但临

床上进展迅速。

不良生活习惯是导致儿童发生

呼吸道感染的重要原因。儿童容易接

触到很多病原体，如果没有良好的卫

生习惯，通过吃手、揉眼睛等动作，很

容易将病原体带到体内，从而引发感

染。一些呼吸道病原体沉降在地面，

儿童比成人矮小，更接近于地面，接

触高浓度病原体的机会更高，感染概

率更大，特别是在地上爬来爬去的孩

子。这也提醒成年人，为了下一代健

康，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将鼻腔分泌

物随意排到地面。

在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儿童容

易合并多种病原体感染。这需要由专

业的医生诊断哪种病原体是导致儿

童生病的主因，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

治疗。家长不要仅凭病原学检测结果

判断病因，因为病原学判断需要科学、

专业及丰富的经验，仅凭借检测结果

盲目确定某种病原体感染，进而自行

用药，很可能不科学。目前还没有哪一

种抗菌药物对所有病原体都有效，要

遵医嘱使用抗菌药。大部分感染以病

毒感染为主，抗菌药仅对细菌感染有

效，对病毒感染无效。因此，不建议家

长盲目过早使用阿奇霉素、头孢类等

抗菌药物。不同儿童用药存在差异，对

其他孩子有效的药物，很可能对自己

的孩子无效，不宜直接效仿。

呼吸道感染伴有高热，是儿童最

常见的体征。孩子出现相应症状时，

首先需判断是否需及时就医：3个月
以内婴儿出现发热，应及时就医；大

龄儿童，如果发热持续3天以上，或出
现呼吸增快、喘息、咳嗽等影响饮食

睡眠，也要及时就医。一般来说，病毒

性感染或支原体感染，孩子早期容易

出现明显高热。如果没有其他全身表

现，精神状态良好，服用退热药后体

温也能降下来，哪怕过段时间体温再

次上升，可以及时使用对症药物，给

予密切观察。如果发热持续时间过

长，或者出现精神改变、呼吸改变等，

需要及时就医。

如何预防儿童呼吸道感染？室内

要定期通风，尤其是北方冬季寒冷，

儿童在室内时间较长，更要保持环境

卫生，减少室内污染。家庭成员尽量

减少去人员密集、通风不畅的场所，

外出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手换衣服，减

少将外界病毒带回家的风险。引导儿

童做好自我卫生管理，尤其是在校学

生，勤洗手、少吃零食、多饮水、尽量

不带病上学等。此外，还要帮助孩子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均衡饮

食、科学运动、保持充足睡眠和心情

愉悦，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预防感染。

来源：人民日报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输液中的误区。

误区一：过度依赖静脉输液
有些家长孩子一有不舒服就要求输

液，认为静脉输液比口服药物效果好、来

得快，或者是因为口服药喂不进去，喂药

困难，而选择静脉输液。这些观点都是错

误的。

临床上药物的剂型很多，给药途径多

样，有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药物起效速

度也存在差异。常见的给药途径有口服给

药、静脉注射、肌肉注射、雾化吸入等。药

物起效速度也有一定规律：静脉注射＞吸

入＞舌下给药＞直肠给药＞肌肉注射＞

皮下注射＞口服给药＞经皮给药。

口服药物虽然起效慢，有首过效应，

会受到食物、药物、胃肠道的排空和蠕动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口服给药最大的

优点就是安全、方便、无创，是常用的给

药方式。在选择给药途径时，医生会根据

孩子的病情和年龄，综合考虑，选择合适

的药物、合适的剂型、合适的给药途径加

以治疗。

误区二：期待输液效果更佳

有些家长觉得静脉输液能够迅速见

效，立竿见影，当治疗效果不佳时，甚至

会要求医生加大药物剂量或更换更有效

的药物。其实，任何治疗都需要一定的时

间才能发挥作用，而且频繁更换药物并

不能提高治疗效果。

医生的治疗方案通常是经过综合考

虑后制定的，应该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

和治疗方案，不要过度期待输液效果。

误区三：过度焦虑
有些家长对静脉输液过度焦虑，担心

会对孩子造成伤害。还有的家长对特殊的

输液部位会有所担忧，比如护士选择头皮

静脉家长会担心影响孩子脑发育。

实际上，护士会根据宝宝的静脉情

况进行选择：对于较小的婴儿，有可能会

选择头皮静脉，如额前正中静脉、颞浅静

脉、耳后静脉，易于固定，家长也好护理。

当然如需输入对血管刺激性较强的药液

时，护士会尽量避免选择头皮静脉输液。

误区四：自行调整滴速
有些家长在孩子接受静脉输液时，

会自行调整输液滴速，认为滴速越慢越

好或者有些稍微大一些的孩子会把速度

调得特别快。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会根

据孩子的病情、年龄、药物性质等情况来

决定，而不应该自行调整。

误区五：随意更换输液区域
输液区域病人集中，家长怕感染其

他疾病，偷偷带孩子离开治疗区，去室

外、私家车输液，更有甚者带孩子回家输

液。这里需要和各位家长强调的是切勿

有上述操作，静脉输液有发生各种并发

症的可能，观察不到位或者误操作会给

患儿带来巨大的危险。

输液过程中，环境温度、空气质量、

输液速度等对输液质量都有一定影响，

有发生发热反应、空气栓塞、静脉炎等可

能，需要医护的密切观察。

输液到底管什么用？

对于儿童来说，静脉输液常用于补

充水电解质，纠正酸碱平衡，比如剧烈呕

吐、腹泻、脱水、大手术后的液体疗法；或

者是为了补充营养，促进组织修复，比如

严重口腔疾患，不能经口进食或慢性消

耗性疾病；输入药物治疗疾病，比如静点

抗生素治疗感染性疾病、输注化学药物

治疗恶性肿瘤等。

木子

滴眼液、喷雾剂、止咳糖浆……这些家庭常备药品开封后还能用多久，不少

人都搞不清楚。对此，四川省老年病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钟明镜提醒，家庭科

学储药，先要搞懂药品的有效期并不等于药品开封后的使用期限。因为药品储存

不当，不仅不会达到治疗效果，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开封后期限受保存条件而定

药品有效期是指在说明书规定储存条件下，能够保持药品质量的期限。而

药品开封后的使用期限，则指药品开封使用后易发生变质、潮解等物理或化

学变化，使用期限受保存条件而定。

提醒：建议3至6个月清理一次家庭备用药品。特别是开封后的药品要核对开
封时间，及时将过期或性状发生改变的药品清理掉。

瓶装药开封后丢弃干燥剂

瓶装类药品里面的干燥剂和棉花在密封条件下能起干燥的作用。但药瓶一

旦打开通气后，它们反而会吸收外面的水分，成为药瓶内新的污染源。

提醒：瓶装类药品开封后在规定贮存条件下，使用期限通常为2个月。再次使
用时，要检查是否有外观、颜色和气味等变化，一旦发现异常应停止使用。

眼鼻外用制剂最多用4周

眼膏剂、洗眼剂、滴眼液等多剂量的眼用制剂，以及滴鼻剂、洗鼻剂、喷雾剂

等鼻用制剂，一经打开最多用4周。如说明书中有特别注明药品开封后使用期限，
则以药品说明书为准。

提醒：未开封的眼药水、眼膏等建议置于阴凉、常温处保存。一旦这类药品出

现絮状和沉淀等现象，均不要继续使用。

来源：晚霞报

免疫力，顾名思义，就是人体抵抗疾病的

能力。它是人体重要的防御机制，可以识别和

消灭外来侵入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也能处

理衰老、损伤和死亡的自身细胞和体内突变

细胞等。人体免疫系统负责执行这项功能。免

疫系统有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三

个重要功能。

免疫力低下会怎样
免疫力低下通常指免疫防御功能减弱，

导致机体抵抗病原微生物的能力下降，进而

导致机体被感染的风险增加。

一般认为，手术、营养不良、精神打击、心

理创伤、惊吓、恐惧、过度劳累等会明显降低

机体免疫力。

我们常听人说：免疫力下降，就容易感

冒。每个流感季节，正常成年人被感染的次

数为1至2次，病程一般不超过1周。如短期
内反复感染，且有呼吸道症状（如咳嗽、咳痰

等），确实需要考虑是否有免疫力下降的情

况，但不能盲目用免疫力下降来概括。感冒

是呼吸系统传染病，携带病原体的传染源、

传播途径（如飞沫传播等）和易感人群是人

能够感染传染病的重要环节。在机体突然遇

到未知病原体的时候，免疫系统需要时间指

挥免疫器官和分子来消灭病原菌，这时也会

有轻微症状。

免疫力太高为何也不可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和各种物质打交道。机体每

天吸入和摄入许多无害物质，正常情况下，机体并没有对所

有外源物质产生应答。

但如果机体的免疫系统过强，错误地将外界无害的物质

判断成危害性物质，就会对其进行攻击，从而引发过敏反应。

过敏常表现为皮疹、鼻炎、反复喘鸣、打喷嚏、呕吐、腹泻等。

某些病毒、细菌侵入人体后会引起人体的交叉反应，或

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机体自身正常组

织、器官，严重者会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风湿热、系统性

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桥本甲状腺炎、自身

免疫性脑炎、皮肌炎

等。

来源：健康中国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方式和膳食结构的改

变，糖尿病患病率逐年上升。调查显示，我国18
岁及以上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11.9%，糖尿病前
期检出率为35.2%，5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更高。
“得了糖尿病就不能再吃甜食”“连美食都

享受不了，还谈什么幸福感？”不少糖尿病患者

这样抱怨。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表示，只要保持均衡合理

的膳食习惯，适量控制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

摄入，监测好自己的血糖，糖尿病患者也能和

正常人一样享受美食。她特别提醒，注意这几

个误区：

1.少吃糖就不会得糖尿病吗？

实际上，吃糖多少和糖尿病没有直接关

系———患糖尿病的根本原因是分泌胰岛素的

胰岛或胰岛素发挥作用的组织器官出了问题，

没有办法“消化”血液中的葡萄糖。这与遗传、

饮食、身体活动和环境因素都有关系，单靠控

糖预防糖尿病不现实，应从多方面预防其发生

和发展。

2.得了糖尿病就不能再吃甜食吗？

糖尿病患者在合理控制总能量和均衡营

养的前提下，适量摄入升糖指数较低的水果，

或者少量摄入甜食，都是安全的。对于喜欢

吃甜食的糖尿病患者，在膳食总量不变的前

提下，选择以甜味剂替代添加糖的食物，可

以保留甜味口感，同时不增加能量摄入。甜

味剂几乎不会影响血糖水平，目前已被广泛

应用到糖尿病患者的膳食中，适量摄入添加

非营养性甜味剂的食品或饮料是安全的。但

要注意，一些无糖食品虽然在生产中没有添

加蔗糖等精制糖，但食品本身依然含有淀

粉，会在体内分解为葡萄糖，因此不能过量

摄入。

3.糖尿病患者只需控糖无须控油盐吗？

实际上，高油高盐饮食都会增加糖尿病

患病风险，其危害不亚于高糖饮食。欧洲糖尿

病协会2017年的研究显示，成年人每天盐分摄
入量超出正常范围后，每增加2.5克，患2型糖尿
病的风险将增加65%。高油饮食会导致高甘油
三酯血症，从而加重胰岛素抵抗、增加患2型糖
尿病风险。因此，糖尿病患者除了要控制糖的

摄入外，还要注意清淡饮食，控制油和盐的摄

入———每日烹调盐用量不宜超过5克，烹调油
用量宜控制在25克以内。

4.将血糖水平控制得越低越好吗？

对于一般2型糖尿病患者，把血糖控制到
可以降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风险的程度就可

以，即空腹血糖4.4~7.0mmol/ L，非空腹血糖＜
10.0mmol/ L，血糖过高和过低都不好。有些糖
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惜采取断碳水、戒

碳水的饮食方式，或者过多使用药物，造成血

糖太低，甚至导致低血糖症，这些做法不可取。

长期低血糖会对神经系统、血管和内脏造成危

害，容易诱发心脑血管问题。因此，糖尿病患者

必须严格按照医嘱用药，平时出门时随身携带

一些含糖的食物或饮料，当出现轻微低血糖症

状时吃一点，可有效缓解低血糖症状。

来源：光明日报

一根山药，一把红枣，经过简单制作，就变成冬季进补佳品。今天，记

者教您自制红枣山药饼。如果您不喜欢直接吃山药、红枣，不妨试试这款

美食，制作过程简单，且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

材料：

山药1根，红枣30颗，植物油适量，面粉适量，黑芝麻少许。

步骤：

1.红枣去核，山药去皮切段上锅蒸熟。

2.把山药捣成泥，加入适量面粉，若想不粘手可多加一些面粉，然后

拌匀。

3.将去核的红枣切碎。

4.取红枣碎包入山药面粉中，捏成圆饼状，表面撒上一些黑芝麻。

5.电饼铛刷油，将红枣山药饼烙熟即可。

（因红枣本身含糖，制作过程中可以不放糖；若

喜欢比较甜的食物，也可在捣碎山药的过程中加入

适量白糖。）

来源：洛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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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季 预 防 儿 童 呼 吸 道 感 染

输 液 比 吃 药 更 有 效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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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有效期 开封后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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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的璀璨药库中，小柴胡汤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历经数千年的临床

实践检验，展现出了多方面的神奇疗效，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至今仍在现代医

学领域中熠熠生辉。

小柴胡汤源自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由柴胡、黄芩、半夏、人参、

炙甘草、生姜、大枣七味药组成。其配伍精妙，君臣佐使分明。柴胡为君药，性轻清

升散，可疏解少阳经之郁热，使半表之邪得以疏散；黄芩为臣药，苦寒清热，能清

泄少阳半里之热，与柴胡相伍，和解少阳之力更强；半夏、生姜和胃降逆止呕；人

参、大枣、炙甘草益气健脾，扶正以助祛邪，且可防止邪气内传。诸药合用，共奏和

解少阳、扶正祛邪之功。

小柴胡汤最为人所熟知的功效便是和解少阳。少阳经位于人体半表半里之

间，当邪气侵袭少阳，人体就会出现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等典型症状。

小柴胡汤通过调节少阳经气，使正邪交争趋于平衡，从而有效缓解这些不适。例

如，许多感冒患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出现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等表现，服用小柴

胡汤后往往能使体温逐渐恢复正常，身体不适得到显著改善。

在调节肝胆功能方面，小柴胡汤也有着出色表现。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节

奏快、压力大，情志不舒，很容易导致肝胆气滞。小柴胡汤能够疏肝利胆，促进胆

汁排泄，对于胆囊炎、胆结石等疾病所引起的右上腹疼痛、胀满不适等症状有一

定的缓解作用。同时，对于因肝胆功能失调而引发的黄疸，也能起到辅助退黄的

效果。长期饮酒或慢性肝病患者，常伴有胁肋部隐痛、食欲缺乏等症状，小柴胡汤

可通过调理肝胆，改善肝脏的气血运行，促进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减轻肝脏的

炎症反应，从而有助于保护肝功能。

小柴胡汤具有扶正祛邪的重要作用，能有效提升人体免疫力。在慢性疾病长

期困扰或大病初愈后，人体正气受损严重，抵抗力大幅下降。此时小柴胡汤在祛

除外邪时注重扶助正气，增强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让身体恢复防御功能。例如

癌症患者放化疗后身体极度虚弱，伴有恶心、呕吐、乏力等不良反应，小柴胡汤可

发挥作用缓解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助力身体恢复元气。

不过，小柴胡汤的使用需极为谨慎。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只有准确判断患者

病情符合小柴胡汤证，才能使其发挥神奇疗效，否则可能无法缓解病情甚至导致

不良后果。服用过程中要严格遵循医嘱，留意用药剂量、疗程和饮食禁忌等，不可

随意用药。 木子

小柴胡汤院辨证诊治方可展其疗效

关于野 糖 冶的四个误区

图片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