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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湿淤积“算账”：
感冒发烧

每到秋季，感冒发烧、肠胃不适

的患者就特别多，严重的还会发生下

呼吸道感染。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文爱珍解释，

这属于暑湿淤积到一定程度后的结

果，让人防不胜防。

“夏末秋初，也就是高温后的一个

月里，是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时候。”

文爱珍说，这可能是因为夏季高温时

降温纳凉手段不当，过度贪凉导致患

病。因此，不仅高温刚到时要警惕，

对于高温的这个“滞后攻击”也要给

予足够重视，提早预防。

过分贪凉“算账”：
颈椎病发

除了呼吸道感染，最容易“秋后算

账”的疾病就是颈椎病。“高温天吹

空调毫无节制，以为只会有风湿风

险，其实，这也可能导致严重的颈

椎病。”长沙市中心医院骨关节科主

任医师丑克介绍，倘若在秋季总感

觉颈部活动受限，另伴有眩晕、恶心、

上肢麻木、视物模糊等症状，那就

得查查颈椎问题。

丑克表示，如今气温骤降，要对

付“秋后算账”的颈椎，就一定要加

强低温下的颈部保暖——“不妨穿件

高领衣服，戴一条围脖、丝巾。平时

多仰头，避免长时间低头。”

文：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  李诗韵

人 们 常 说，
秋 高 气 爽 精 神
好。但因为生活
节奏加快，压力
也越来越大，许
多 身 体“ 亚 健
康”的人还是能
感觉到身体的微
妙变化。特别是
夏季时，因为天
气炎热，人们食
欲减退、睡眠不
佳，加之贪凉受
寒等，都会使人
体健康受损而背
上“ 夏 债 ”， 到
了秋季就一股脑
儿显现出来。

10 月 15 日，
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从长沙市多
家医院了解到，
近半个月时间，
医院急诊科就多
了不少“夏病”
患者。今天，我
们就来关注一下

“秋后算账”的
话题，看看哪些
疾病最爱在此时

“找麻烦”！

文 / 周宇翔（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二科）
疝气多是由咳嗽、喷嚏、用力过度、腹部过肥以及

小儿过度哭闹引起的，这会导致腹腔内压力增大，迫使

腹腔内的游离器官通过人体的薄弱点或孔隙等进入到另

一部位。

当父母发现宝宝患有疝气后要科学治疗。因为此病

不仅会影响宝宝消化系统，造成腹胀、腹痛、消化不良

等，还会影响男宝宝睾丸的正常发育等。

有人认为，用铜板将硬块部位压下去再用胶布贴起

来，可以帮助孩子快速好转，这是不科学的，反而容易

加重病情，导致肠坏死等并发症。此外，食疗对于疝气

的恢复作用不大，疝气就像是没有关闭的通道，吃山药、

扁豆等食物无法使其闭合。

专家认为，手术是治疗小儿疝气的唯一方法，但要

注意科学护理：1、手术前，父母要密切注意宝宝的腹

股沟和阴囊，一旦发现疝气卡顿要及时就医，同时要尽

量避免宝宝哭闹，此时多多陪伴宝宝、迁就宝宝，让

宝宝保持好心情。2、小儿疝气手术一般创伤很小，手

术后1-2 天即可出院，但短期内不要进行剧烈运动。一

般 7-10 天可恢复，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儿童胸部别随意乱拍
文 / 陈娜（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为了缓解打嗝，用手拍拍孩子

的前胸就有可能酿成大祸。美国心脏病学专家建立了美

国“心震荡”登记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发现了124 个病例。

病例多数为男性，平均年龄14 岁，发生“心震荡”的最

常见原因 (62%) 为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其余 38% 的病例

发生在日常活动或健身活动中。

之所以发生这种悲剧，专家认为有可能与击打对心

脏发生影响的时间有关。当击打刺激恰巧落在心搏周期

的某一个“敏感”时段中，就可能诱发异常心律，导致

心性猝死。由此看来，事件的发生率与击打的强度、速

度或力量均无关。

对这种“心震荡”的最好处理方法是迅速进行心肺

复苏和除颤，复苏每拖延 1分钟，病人的生存机会就减

少 7%～10%，10 分钟后的复苏成功率极低。因此，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击打儿童的胸部，因为这样可能致儿

童猝死。

五招让宝宝舒适度过秋冬
文 / 叶辉（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

预防秋冬季节小儿呼吸道感染，应该从哪些方面防

护呢？

1、注意衣着。由于温差较大，小儿早晚应比白天多

穿一件衣服。对于活动量大又易出汗的小儿，应及时擦

汗并更换衣服。

2、注意饮食。饮食应营养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 A、

C，多饮水，少食煎炸和辛辣食物，适当多食健脾润肺

之品，如淮山、莲子、萝卜、百合等。海鲜虾蟹乃异性

蛋白，易损伤脾胃，小儿应少食。

3、注意居室环境。居家应保证室内空气的流通。

集体托幼机构尤应注意环境卫生，但应避免“烧艾叶净

化空气”的消毒方法，这样极易诱发咳喘。

4、注意活动。秋高气爽时节，应带小儿多去户外活

动，多晒太阳。呼吸道感染高发期应少去人多拥挤的公

共场所。

5、注意勿乱用药。秋冬进补由来已久，但对小儿来

说，主要靠自身的免疫抵御疾病。有些反复呼吸道感染、

哮喘的患儿，也应根据小儿的体质辨体用药。

蚊子叮咬“算账”：
乙脑流行

说起夏天的烦恼，大多数人都

有一个体会——蚊虫叮咬。喷了花

露水、擦了维肤膏，以为肿胀的包

消退就没事了？这时，你得注意这

样一个“秋后算账”的病，那就是

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

流行性乙型脑炎 ( 以下简称乙

脑 ) 是由乙脑病毒引起、由蚊虫传

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乙脑的病死

率和致残率高，是威胁人群特别是

儿童健康的主要传染病之一。

“秋季是乙脑流行季节，带有乙

脑病毒的蚊子在叮人时，就把病毒

种到了人体内，病毒进入人体，使

脑组织发炎。”长沙市疾病控制与预

防中心专家介绍，乙脑潜伏期一般

在 10-14 天左右，多见于10 岁以下

的儿童，发病较急，开始时出现发烧、

头痛、恶心、呕吐，易被误诊为感冒，

但是没有流鼻涕、咳嗽的感冒症状，

而且发热越来越高、很难退烧、精

神差、爱睡觉等，应该提高警惕。

大量出汗“算账”：
缺钾软瘫

经历了炎热的夏季，人体剧烈出汗，
大量的钾离子随汗液排泄而丢失，而一
到秋季，低温来袭，补水工作不到位
就会导致身体因为极度缺钾而产生健
康风险。

“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血浆中的钾
容易转入到细胞内，从而容易发生低
血钾症。”长沙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
治医师刘婷介绍，此症最突出的表现
是四肢酸软无力，出现程度不同的神
经肌肉系统的松弛软瘫，尤以下肢最
为明显，肌张力减弱，腱反射减退。
病情严重时，还会伴有心血管系统的
功能障碍，如胸闷、心悸、腹胀、恶
心等，甚至可出现呼吸肌麻痹，呼吸
困难以及严重心律失常。所以，如果
秋季经常出现疲惫不堪、全身乏力等
症状，不妨去医院测一测身体是否缺
钾，方便及时补充治疗。

嗜吃冷鲜“算账”：
冰箱肠炎

炎夏季节，冷藏食物备受宠爱，可

是，不少酷爱冷饮的朋友都有过这样

的经历——吃时冰凉透心、浑身舒坦，

但往往几小时后即出现腹痛、厌食等

症状，俗称“耶尔氏菌中毒症状”。

“肠胃好的人可能当时缓解一下就

行了，肠胃敏感的人可就麻烦了。”文

爱珍说，由于夏季温度高，所以身体

接收低温食品时感觉不大，但长期如

此，身体就欠下了“夏债”，“秋季肠

道敏感，容易腹痛、畏寒、浑身乏力

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夏季吃了太多

低温食品”。所以，经历了数月高温后，

进入深秋，一定要加强营养补给。但

要注意，切不可恣意猛吃猛喝，一来

可能伤了脾胃，二来可导致体重剧增。

在秋季，坚持吃八成饱对控制体重很

关键。

小科普 >>

小儿疝气要警惕

这些疾病
最爱“秋后算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