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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宝典 

孩子半夜发烧，

有哪些急救措施

文 / 肖瑶瑶（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
综合二科） 

孩子晚上发烧家长们不要惊慌，首

先要做的就是先用体温表给孩子测试

体温看看孩子发烧的程度，然后再采取

应对措施。孩子的体温如果在 38.5 度

以下，精神清醒良好，可以给孩子喝点水，

然后用手掌心给孩子搓一下前胸和后背，

让孩子出点汗就好。还可采用物理降温

法，用热毛巾给孩子擦拭颈部，腋窝，

手心，脚心等处帮助宝宝降温。还可用

冷毛巾给孩子冷敷头部，这样可防止发

烧时烧坏宝宝大脑。家里应备用一些

孩子的退烧药，如果超过了38.5 度以

上的时应立即叫醒宝宝服药，然后辅助

进行上面所说的物理降温法帮助孩子降

温。孩子半夜发烧了吃药后，应把宝宝

的被子适当减少或拿开，不要怕孩子冷

就给宝宝裹上厚被子，以免影响宝宝身

体散热降温。 

小儿肺炎与

感冒有什么区别

文 / 向彬（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
一科） 　　

小儿肺炎有时与感冒症状极为相

似，所以家长应正确区分。一看症状。

伴有发热的小儿患肺炎，体温多在38℃

以上，持续两三天，退热药只能使体

温暂时下降。小儿感冒虽也发热，但体

温多在 38℃以下，使用退热药就见效。

二看呼吸。感冒和支气管炎引起的咳、

喘多呈阵发性，一般不会出现呼吸困难。

若咳、喘较重，当孩子处于安静状态时

呼吸频率明显增快，则提示病情较重。

三看精神。如果孩子发热、咳嗽的同时

精神状态还好，患肺炎可能性较小。如

果孩子精神状态不佳或出现口唇青紫、

烦躁、哭闹、昏睡等症状，则可能性较大。

四看食欲。小儿患肺炎，食欲会明显下

降。五听胸部。由于小儿胸壁薄，有时

不用听诊器也能听到水泡音。肺炎患儿

在吸气时会听到“咕噜儿咕噜儿”的声音，

这是肺部发炎的重要体征。

小孩消化不良按摩哪里

文 / 杨威（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营
养科）

孩子经常胃部不适，可能是因为消

化不良，采取按摩的方式能缓解胃部不

适。1．按揉推四横纹：在手掌面找四

横纹穴位，它在食、中、无名、小指的

关节横纹处，注意是第一指间关节处。

按摩时，操作者用手握住小孩的手指，

再用另一只手中指或食指指腹分别揉搓

四横纹穴，大概 2-3 分钟；除了揉搓，

还可以横推四横纹穴，将小的四指并在

一起，操作者用右手的拇指推小孩的手

指的横纹处，要从小孩的食指横纹处

向小指横纹处推，推上 50-100 次。2．

按揉推板门穴：操作者用左手将小孩的

手指握住，然后将滑石粉蘸在右手拇指

上的，在板门穴按揉。顺、逆时针按揉

都可以；还可以采取推法，从拇指指根

向腕横纹推，能起到止泻的作用；从腕

横纹向拇指指根推能达到止呕的作用，

来回推脾胃功能能得到调理。按揉 2-3

分钟，大概推上50-100 次。

苗族妈妈把为女儿准备的珍贵嫁衣给我穿上

在贵州省石阡县晏明小学的公

益讲座课堂上，我流着泪分享了家

访中一个孩子的故事。

7岁的侗族小女孩陈瑾瑜在她 4

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了，随后母亲改

嫁，留下她和 5 岁的弟弟随60多岁

的爷爷奶奶同生活。加上爷爷奶奶

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因此老弱之

家成为当地政府精准扶贫重点关注

的对象。

我和当地的扶贫干部一起去她

家家访时，看到他们基本的生活条

件还是可以的，堂屋里还放着一些

爱心捐助过来的米面粮油。只是，

小瑾瑜见到我们显得特别拘谨，几

乎不说话，一副怯生生的模样。当

我蹲下来，握着她冰凉的小手，问

她冷不冷时，小孩子眼里忽然闪出

了泪花。

见此情景，一旁的奶奶哽咽道：

“孩子跟着我们可怜，她看到村里别

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就问我们，

她的爸爸去哪了。我说，爸爸埋在

地下了，这孩子就跟我说，‘那就把

泥巴刨开，把爸爸找出来吧’。”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阵酸楚，眼

泪不自觉地就流下来了。我怜惜地把

孩子抱在怀里很久很久……

父母的爱和陪伴是奠定孩子一

生幸福的基础，然而有些山里孩子

就是这样不幸，他们一出生，这份

爱就是残缺的。

我这次公益行的第二站来到了黔

东南州的雷山县，雷山县苗族人口占

总人口的 84.2％，拥有世界上最大

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此外还

有 300多个苗族村寨。

在雷山县，我也去到三个苗族孩

子家里进行了家访，有两个孩子跟

陈瑾瑜的情况相似。因为有扶贫政

策的照顾，她们吃穿住的条件都得

到了保障，但跟同龄孩子比，少的

是几分天真和阳光，沉默寡言似乎

是她们的标签。而来自人间的一点

点温暖和爱，随时都能击中这些孩

子柔软的心房。

在贵州雷山县。无论是在乡村阡陌

小径上匆匆而过的苗家少女、还是在

田间地头里辛苦劳作的苗家妇女、或

是在街头巷尾穿梭行走的苗家女子们，

你会看见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发髻上佩花一朵，姹紫嫣红，惹眼又

大气。

苗族文化研究学者认为，苗家妇女

发髻上佩戴花朵，是苗家人用花朵来替

代对太阳崇拜的一种表达方式。古代苗

家人认为，头发是父母所生所给，是生

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随

意剪掉。若犯罪之人，如果

要对其施予“肉刑”的，则

可以以割发的方式来替代之。

苗家人对头发的重视程度，

这是之后衍变成将头发捆成发髻，

并为之戴花朵的前提。任何古老民族

对天体都有崇拜，苗家人也不例外，

对天体的崇拜就是对太阳、月亮的崇

拜，而有些民族偏重于太阳、有些则

偏重于月亮。后来，由于社会不断发

展以及氏族与氏族间

开亲后，苗家妇女们

最终就将太阳与月亮

这两种图腾在头发上进

行了具体表现：佩一花朵

于发髻前端代表太阳，佩一

梳子于发髻后端则代表月亮。

而发髻上佩花一朵的雷山这支苗族

人叫“希氏族”，他们主要居住在雷山县

境内，以及环雷公山地区与雷山巴拉河

流域，一共有 25万人左右。

印象苗族：苗家女头上戴花的“秘密”

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素有“天下之本在家”之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
风建设也有许多论述，比如“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等等。 

用脚丈量公益路，用心书写教育情。带着最朴素的心愿，家庭教育全国公益巡讲发起人、主讲人，“博士妈妈”王
建平自费启动了“家庭教育全国公益巡讲 · 走进 56 个民族”活动。她奔走于全国各地，深入于山野村落。每到一处，
她一边以专注和敬业传授家教，一边用挚爱与深情记录心得。 

即日起，今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独家策划推出“走进 56 个民族家访日记”专栏，在这些朴素的文图里，您能感受到
一个女教师的温情脉脉，更能感受到时代脉搏的爱意绵绵。

“56 个民族 56 个家，56 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在王建平博士这组家访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 56 个民族的灿
烂文化，看到山村孩童的家教现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更看到了精准扶贫的开花结果……

我见到12岁苗族女孩任群英时，她也是一

副怯生生的表情。这个孩子有着银盘一样的脸

蛋，圆圆的眼睛，像个瓷娃娃，我一见她就很

喜欢。孩子母亲多年前离开了家，多病的爸爸

勉力照顾她和哥哥，三人相依为命。她叫我“博

士妈妈”，我搂着她拉家常，把准备好的1000

元爱心款递给她，嘱咐她在正常的学习用品开

支外，可以留些钱给自己买些好吃的零食。这

本是一句寻常的关爱，却一下把这个孩子惹哭了，

我轻轻地哄着，心里又是一阵难受。

每次去家访，孩子们都叫我“博士妈妈”，

我很乐意做这些孩子们的“妈妈”。我常常想，

对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来说，如果我的一次家访、

一次牵手、一句关爱，能够成为照亮他们人生

路上的一星灯火、一束微光；在人生孤独无助

的时刻，会因为想到有个博士妈妈牵挂着他们，

带上这份爱的力量温暖前行，莫不是对我爬山

涉水栉风沐雨最好的安慰。

家访的最后一站，在苗族女孩姜艾佳的家

里，她的妈妈热情地拿出一套为女儿准备的珍

贵嫁衣，一定要替我穿戴上。

这套嫁衣，银光闪闪，精美华贵。我知道，

一套嫁衣是从苗家女儿出生起就开始准备的，

少则三五年，多则几十年，嫁衣上的一针一线，

是母亲用最美丽的图案汇聚对女儿最美好的祝

福。苗族女孩一生中只可能拥有这样一套盛装，

珍贵非凡。

这样的嫁衣我怎么能轻易去穿戴呢？但苗家

妈妈却坚持一定要我穿戴上，口里连说“让博

士妈妈穿上了，这套嫁衣就沾了福气，将来女儿

长大了也能考到北京，考上博士后”，说得我们

都乐了。

这是苗家妈妈的祝福和心愿，也是我的幸

福和希冀。

编者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