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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防疫针有何注意事项
文 / 邓美（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

一、哪些情况下不宜打防疫针
1. 孩子患传染疾病。如果孩子患有传染病，或者

是处于传染病的恢复期当中，那么最好是不要打防

疫针，因为有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使得孩子的病情

加重。

2. 孩子感冒发烧。孩子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疾病，

但是，正处于感冒发烧时期的孩子不可以去打防疫针，

否则会使得孩子的体温升高，从而加重病情。

3. 孩子患其他疾病。如果孩子患有急慢性肾脏疾病、

化脓性皮肤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中耳炎、哮喘、

湿疹、荨麻疹等，都不适宜打防疫针。此外，身体属于

过敏性体质的孩子也不适宜打防疫针。

4. 孩子有不良反应。孩子打防疫针有不适反应，出

现呕吐、腹泻或者严重咳嗽的现象，那么就不适宜打防

疫针了，以免对孩子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

二、打防疫针注意事项
1. 孩子如果有感冒发烧、患有传染病或处于恢复期

等情况，要先和医生说清楚，以免打了防疫针之后，使

得病情变得更加严重。

2. 打针之前先洗澡和换上干净舒适的衣服，打针当

天就尽量不要洗澡了。

3. 打针之后要在原地休息半小时，观察孩子没有什

么异常反应才离开。

4. 打针之后要多补水，并留意孩子有什么不良反应，

如出现严重的反应就要及时送医院检查治疗。

天热，孩子溺水该怎么急救
文 / 肖娅 (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

连日来，天气持续晴热，不少人的朋友圈里流传着

一个倒背溺水者跳动的“控水法”急救方式，称只要溺

水不超过一个小时就可以救活。这个方式可信吗？当然

是谣言！

在我国，溺水是 0～14 岁少年组排第一位的死亡原

因。对于溺水心脏骤停，争分夺秒的心肺复苏是唯一有

效的急救方式。

1、立即呼叫旁人帮助（拨打 120），同时让溺水者仰

卧在硬的平面，拍打溺水者肩膀，判断溺水者有无意识，

若无意识，快速松解衣裤，进行心肺复苏。

2、按压部位：胸骨下部，乳头连线中点。按压时上

半身前倾。腕、肘、肩关节伸直，以髋关节为轴，垂直

向下用力，借助上半身的体重和肩臂部肌肉的力量进行

按压。保证每次按压后充分胸部回弹 , 不改变按压部位、

放松时手不要脱离胸壁，但避免施救者身体依靠在患者

胸部。

3、清理口、咽、鼻分泌物和异物（若有）。

4、开放气道：一只手置于患者前额，用手掌把额头

用力向下、向后压，使头后仰。另一只手手指放在下颏处，

向上抬。

5、人工呼吸，开放气道后立即 2 次有效人工呼吸。

6、心肺复苏成功后可观察溺水者呼吸是否恢复，

嘴唇、指甲、四肢红润即为成功。

搜题App: 学习助手成抄袭作业的“神器”？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眼看着暑假就要进入倒计时，孩子的暑假作业完成了吗？最近，有不少家长向记者反映，他们发现孩子在做作业时频繁使用一种
拍照搜题的 App 软件，不会的题目，用手机拍个照片再用这个软件一搜，答案就出来了。不少家长认为，这极有可能纵容孩子们利
用这种软件抄作业。有老师也认为，对于一些自学能力强的学生而言，这些 App 可能会有帮助，但也容易造成一些学生一味追求做
题效率而忽略了独立思考。搜题 App，究竟是学习助手，还是方便孩子抄作业的“神器”呢？业内人士指出，家长引导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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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
搜题 App，
家长有支持有反对

在长沙广益实验中学上初

二的小丽，最近刚刚参加完夏

令营从新疆回来，完成暑假

作业成了当务之急。妈妈张女

士发现原本做作业十分拖沓

的小丽现在完成得很快。尤

其是做数学作业，以前还要

找她来辅导一下，现在完全不

找她了。

一开始张女士还以为女儿

学习变积极了，直到有一天偶

然发现女儿在用 iPad 直接拍

照搜题抄答案。发现这个情

况后，张女士就在家长微信群

里向其他家长求助。结果发

现，大部分家长都说发现孩

子在用这种方式写作业，家

长们普遍的意见是，“虽然有

顾虑但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

法”。

日前，记者在网上采访了

几名中小学生，他们说身边确

实有不少同学用答题软件，纯

粹就是为了抄抄答案、完成

暑假作业。

一名承认自己也在用答题

软件的初一学生说：“有了答

题软件，主要是做数学、物

理等科目省劲多了，原来半个

月还完不成的暑假作业，现在

两三天就能完成了。”

张女士认为，老师布置作

业是希望你通过做题进行独

立思考，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掌握学习方法，而这种软件看

上去智能，节省了孩子的作业

时间，但远期来看对孩子并

无好处。

张女士说，如今她已经禁

止女儿写作业期间使用手机、

电脑、平板等各种电子设备。

不过也有家长表示支持

的。家住长沙市开福区月湖

兰亭小区的陈女士说，前段

时间微信上看到有这么个“神

器”在做推广，自己就下载

安装了。“我的小孩刚上四年

级，作业经常要我辅导，有

些题我真是完全没有头绪。

搜一下，了解解法，我就能

指导小孩了。奥数题也能看

明白个大概。”

老师建议 >>
搜题 App 是一把双刃剑，
要去其弊而存其利

搜题 App 盛行，学校的老师对

此有什么看法呢？湘潭市第十七中学

的高中语文老师赵敏认为这是一把双

刃剑。

赵敏说，它的好处在于，对于学

生而言，可以及时解惑、节省了时间，

尤其是在家做题不能问老师时，这个

软件此时就是最好的老师。但弊端也

很明显，长此以往，会让学生形成依

赖性，一碰到不会做的题目就会去用

这个软件，从而少了自己思考的过程，

久而久之，会影响学生的思考能力。

有的学生甚至为了应付作业，自己用

软件搜索答案，根本不思考，这样一

来，答案正确了，学生对所学内容却

不知所云，老师更无法了解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情况。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晨

风说，搜题软件的流行，从另一方面

看，也是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挑战，提

醒我们的作业需要改革。如果只是让

孩子做这些书面的、印刷好的作业，

很容易就找到“参考答案”。在教育中，

应该给孩子们更多探究性的作业，这

些作业没有“标准答案”，作业的目

标是对知识的思考、能力的培养。

现阶段如何引导孩子用好搜题

App 呢？赵敏老师建议，要去其弊而

存其利。比如家长陪着孩子一起用，

并指导孩子弄懂题目的来龙去脉而不

仅仅是知道题目的答案。

另一位在线教育领域耕耘多年的

资深人士分析，仅仅拍照搜题目并不

是在线教育的终点，更不应该成为学

生们抄作业的“神器”。未来，搜题

App 还是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上，

将单纯的拍题目搜答案延展成互动教

学平台，真正满足中小学生对于互动、

答疑、提升的需求。

体验 >>
不能搜出所有题目，有
一定的误差率

记者了解到“搜题 App”是个

统称，现在在学生中比较流行的

有“小猿搜题”、“作业帮”、“学

霸君”等等，虽然都是搜题类，

几个软件的具体功能还是有所区

别。

比如，“作业帮”是以学生互

答的模式，把不会做的题目上传

到网上，由其他用户来解答；“小

猿搜题”是用图像识别的拍照搜

题模式，也就是把题目拍下来，

系统自动检索，给出答案。

不过，虽然软件性质雷同，

但具体功能却略有差别，有的是

学生之间把作业拍照上传后互相

解答，有的是通过系统自动检索

给出答案。

记者注意到，这些软件的题

库涵盖了语文、数学、英语、历

史、地理、政治、生物、化学等

几乎所有学科。除了给题目配备

解题思路和答案外，学生还可以

收藏题目，并将其分享到社交网

站与同学们进行互动。比如如果

其中一款 App 拍的题实在找不

到，还可以进入“同学圈”，向同

学求助。

记者下载了“小猿搜题”进

行体验。一共上传了五道初中数

学题目，两道搜索不到，一道解

答错误，两道正确。之前，也有

专业媒体对几大热门搜题 App 进

行了测评，发现搜索的准确率（搜

索结果和被搜索题目匹配的数

量）并不高，最高的为 62%，最

低的为 48%。也有网友吐槽，有

些答案有误，容易遭受“误导”，

而且有些自创题、手写题是搜不

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