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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温差大、花粉增多

过敏性鼻炎、哮喘患者比夏季多5成

眼下，天气从炎热转向凉爽，
不少人发现自己“感冒”了：流鼻
涕、打喷嚏、咳嗽等症状相继出
现，一些人盲目地将其归结为受
凉。殊不知，这可能是过敏惹的
祸。

7 岁的豆豆，别看年龄不大，
已经是“老鼻炎”了，入秋后昼夜
温差逐渐明显，鼻炎又找上门了。

家长也无奈：“一到换季就发作，
用了药症状缓解，药一停马上就不
舒服！”

“最近，我市过敏性鼻炎、过
敏性哮喘患者大幅增加，比夏季
多了 5成。”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呼吸内科副主任张丽说，秋天昼
夜温差大，空气干燥，鼻腔、呼
吸道容易受到外来刺激物的影

响。并且，经过夏天强降雨等极
端天气，过敏原的释放和散播都
会加剧。

很多人把过敏性鼻炎当作感
冒，“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初期症
状相似，诊治不当，很容易延
误病情。”张丽介绍，感冒通常
会 伴 有 喉 咙 痛 、 咳 嗽 等 症 状 ，
严重的还会发烧、头痛、全身

酸痛。而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
状是阵发性连续打喷嚏，尤其
清晨厉害；喷嚏完后会有大量
清水样鼻涕，亦可因继发感染
而变稠；鼻痒、鼻塞，还可伴
有眼痒、流眼泪等眼部过敏现
象。所以，如果长时间出现流
鼻涕、打喷嚏的情况，最好先
去医院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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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提起

头晕，人们大多认为是

脑供血不足或颈椎病所

致，事实真如此吗？对

此，记者采访了沧州市

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

房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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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涕眼泪流不停鼻涕眼泪流不停鼻涕眼泪流不停
过敏发作早应对过敏发作早应对过敏发作早应对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康 宁宁 摄影摄影 魏志广魏志广

头晕根源头晕根源
不一定在头上不一定在头上
■ 本报记者 康 宁

茶烟是健康烟茶烟是健康烟？？

远离烟草远离烟草
珍爱生命珍爱生命

每到换季，对于鼻炎患者来
说，都备受折磨。

“现在过敏性鼻炎很难完全根
治，只能从细节上做好防护，并服
用药物。”张丽说。

首先远离过敏原，尽量减少户
外活动，少开窗，可考虑使用空气
净化器。外出做好防护，戴口罩，

回家后洗脸洗手。日常要保持环境
卫生，减少环境中尘螨等过敏物质
的浓度。

“一旦发现过敏，要及时到医
院就诊，检测过敏原。”张丽建
议，如果测不出过敏原，无论过敏
表现是轻是重，都要提前做好预防
及控制，遵医嘱用药。过敏季来临

前的 1周至 2周最好规范服用抗过
敏药。

此外，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加
强体育锻炼，增强抵抗力，如晨
跑、游泳、健走等运动，可以提高
人体对寒冷的耐受力，有预防鼻炎
发作的作用。

天气渐凉，对于年老体弱者、

本身就有鼻炎的人群，要根据天气
情况，适当增减衣物，以免引发疾
病。

过敏人群做好防护

远离过敏原+锻炼提升抵抗力

““中国过敏防治周中国过敏防治周””刚刚过去刚刚过去，，今年的主题是今年的主题是““关注气候关注气候、、环境和生活方式变环境和生活方式变

化化，，预防过敏预防过敏”。”。近期近期，，气温多变气温多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高发过敏性哮喘高发———— ““反向消费反向消费””
是一种是一种““自我减压自我减压””
■■ 瞳 言

“今天阳光真足，晒得我快晕
了！”“我经常头晕，一犯病就感觉
天旋地转！”……在我们身边，经
常听到有人说“头晕”。头晕起来
是什么感觉？天旋地转、看东西摇
摇晃晃，甚至恶心想吐……不少人
觉得头晕是脑供血不足或颈椎病所
致。事实真如此吗？头晕起来该如
何处理？记者采访了沧州市人民医
院有关专家。

“头晕时，很多人认为是头部
出现问题。事实上，引起‘头晕’
的原因很多。”沧州市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医生房硕说。

生活中，许多头晕病人，不是
去神经内科看脑血管，就是去骨科
看颈椎。其实只有极少数的颈椎病
会引发眩晕。

“临床中，引起头晕的主要原
因是耳石症、大脑过度防备、偏头
痛等。”房硕说。

耳石症的眩晕一般持续几秒或
在 1分钟内缓解，大部分患者可通
过耳石复位痊愈。以前，中老年人
是耳石症的主要发病群体，但现
在，一些年轻人也患上此病。因为
长期低头，影响了耳朵供血，从而
引发耳石脱落。

功能性和精神性头晕的发病
率仅次于耳石症，前来就诊的患
者逐年增多，这是由大脑过度防
备引起，患者对既往伤害的体验
过度警惕，类似于心理阴影。

功能性和精神性头晕患者往往
身体机能正常，但因担心以往的头
晕再次发作或症状加重，大脑会过
度敏感，甚至把正常感觉当作头
晕，不自主地做出预防措施。

比如，为减少视物旋转的感
受，患者害怕看来往的人群车流、
琳琅满目的货架；担心头晕后跌
倒，坐、站或行走时都特别小心，
只有躺下时才觉得安心，最后可能
演变为严重的心理疾病。

近年来，偏头痛相关性眩晕逐
渐被人们认识，这种头晕往往伴随
典型的偏头痛，两者可同时出现，
也可先后出现，甚至可能相隔多
年，患者可因重度头晕丧失日常活
动能力。这种头晕多在中青年、围
绝经期女性中发病。

“一旦出现头晕或眩晕，患者
首先要避免跌倒，立即寻找身边
相对安全的地方休息，并尽快联
系亲友或拨打急救电话。”房硕提
醒，出现反复眩晕，一般先去耳
鼻喉科就诊；伴有意识差、肢体
发麻的患者，需到急诊科或神经
内科进行检查；眩晕的同时伴有
失眠、焦虑，考虑去心理科就诊。

去社区食堂吃饭、买折扣商
品，甚至还有人去养老院体验生
活……近来，关于“年轻人反向消
费”话题引发众多网友共鸣。

曾几何时，年轻人被认为是
“冲动消费”的群体，与老年人舍
不得花钱形成鲜明对比。其实，
年 轻 人 从 来 不 属 于 高 收 入 群
体 ， 很 多 年 轻 人 甚至还没有独
立的经济来源，但他们思想活
跃，更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所以
花起钱来难免“大手大脚”。如
最新款的手机，哪怕分期付款甚
至攒钱几个月， 也 想 第 一 时 间
拥有；自己买衣服几百元钱，给
手办买装备上千……值不值的问
题，年轻人有自己的考量：品
牌、时尚潮流、文化内涵、群体
认同等看起来很“虚”的东西，
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

而“反向消费”不是不花钱或
绝对少花钱，而是要花得值，花得
更自主。对年轻人来说，是从

“虚”到“实”的转变。
一位网友说：“以前喜欢跟

风，是否真的需要？能否物尽其
用？很少考虑，现在消费会更多
地考虑实用。”这位网友说，更
多关注实用价值，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给生活减压。某种程度上
说，这种更加追求性价比的消费
方式，并不是简单的消费降级，
而是年轻人更在意内心充盈、生
活质量，而非他人的目光，核心
就是“自我减压”。

年轻人追捧的“特种兵式旅
游”就是例子。用最少的钱逛最
多的景点，追求在最短时间内获取
最多体验感和关注度；衣服不再
注 重 品 牌 ， 舒 适 、 好 看 就 行 ；
去 折 扣 店 买 零 食 也 是 如 此——
不能不吃，但可以吃得更有性价
比。

“反向消费”更多是回归自
身需求和产品本身，有助于减
少盲目消费，避免浪费，更有
助 于 环 保 ， 还 能 给 身 心 减 负 。
事 实 上 ， 消 费 无 所 谓 正 反 向 ，
欲 望 也 无 所 谓高低，匹配灵魂、
契合生活就好。

网上流传着一些说法似乎让“老烟
枪”们看到了不用戒烟的“希望”。比
如，吸茶烟更健康、吃某些食物能排

“烟毒”……那么，这些说法是否靠谱
呢？

所谓茶烟，就是把茶叶当作烟草来
抽。在商家的广告宣传中，茶烟的外
观、吸食方式、味道等都与传统香烟类
似，但不含尼古丁，因此商家称其为

“健康烟”。
茶烟只是以茶叶代替烟草，或在卷

烟中添加茶叶、茶叶提取液，又或者在
滤嘴及卷纸上使用了茶叶成分等，茶烟
燃烧产生的灰烬中有害物质依旧存在，
还是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茶叶是我国传统饮品，饮茶是通过
消化道吸收茶叶中的有益成分。“抽
茶”则是将茶叶燃烧，让人吸入烟雾，
二者南辕北辙、截然不同。这就像我们
吃肉可以吸收蛋白质等营养元素，但若
将肉烧成灰后，让人吸入，则对身体有
百害而无一利。

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未给出吃某
些食物可排“烟毒”的证据。吸烟对
人体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物
理上，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进入人体
肺部及其他器官，导致慢性呼吸道系
统疾病、恶性肿瘤等；化学上，烟草
中的有害物质可以诱发过氧化反应
等，增加人体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
而食物经过胃肠消化，变成小分子被
吸收进入血液，无法起到排“烟毒”
的作用。

还有些人想通过喝茶排“烟毒”，
喝茶的确对身体有多种益处，但目前尚
无充足的科学证据表明，吃某种食物或
喝茶能降低吸烟对人体的危害。要想真
正排“烟毒”，想要身体好，还是要及
早戒烟。

据《科技日报》

本报讯（记者康宁） 9月，除了
“酱香拿铁”外，酸梅汤也非常火
爆。近日，网上掀起了“去中药房
配酸梅汤”的热潮，不少网友分享
了酸梅汤的配方与购买渠道。“找中
医配酸梅汤”的话题一度登上短视
频平台热搜。那么，喝酸梅汤有何
功效呢？

“夏天喝酸梅汤，生津解渴消

暑，是一种健康饮品。其实，酸梅
汤和秋天也很配。”沧州中西医结合
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振强说，秋天天
气干燥，人容易上火，饮用酸梅汤
能够起到滋阴、补充津液的作用。

酸梅汤性温，不会寒凉伤胃，
老少皆宜，一年四季均可饮用。尤
其是天气热时，人的胃肠道功能较
差，而饮用酸梅汤对益气及恢复胃

口有显著功效。
“酸梅汤虽适合大多数人，但并

非人人合适，饮用前先要辨明体
质。”王振强介绍说，儿童的胃黏膜
结构薄弱，抵抗不了酸性物质的持
续侵蚀，最好少吃酸梅类食品，否
则时间久了，容易引发胃溃疡及十
二指肠溃疡。

此外，脾胃不好、易腹泻的人

也不要过量饮用酸梅汤。感冒发
热、咳嗽多痰、排便不畅、胸腹部
堵塞的人群也要忌食。妇女经期、
产前、产后忌食。患水痘、麻疹、
手足口病等人群忌食。患肠炎、细
菌性痢疾初期的人慎食。

市场上售卖的酸梅汤饮品，大
多添加了糖和其他添加剂，相对来
说，自行熬制的酸梅汤更健康。

““去中药房配酸梅汤去中药房配酸梅汤””火了火了
专家提醒这些人不宜喝专家提醒这些人不宜喝

秋季过敏有

多猛？止不住的

喷嚏、不间断地
擤鼻涕、越揉越
痒的眼睛……

记者从我市
多 家 医 院 了 解
到，近两周，我
市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哮喘患者
大幅增加，比夏
季多了 5 成，患
病人群主要集中
于年轻人和孩子。

如何摆脱过
敏？大家应及早
应对。

秋天“致敏性”比春天更强

年轻人和孩子易中招

“目前来就诊的患者主要集中
于年轻人和孩子。”张丽表示，这
是由于年轻人和孩子外出较多，易
受到粉尘、化学等有害气体或特殊
气味的刺激，当抵抗力较弱时，就
会诱发鼻炎、哮喘。

“秋天‘致敏性’比春天更
强。”张丽说，9月最常见的过敏原

是花粉、霉菌还有尘螨。
秋季花粉大多来源于杂草，尤

其是蒿草、葎草、豚草等，颗粒小
且干燥，多飘浮在空中，让人防不
胜防。

春季花粉浓度虽然高于秋季，
但秋季花粉的致敏性更强，蒿草花
粉就是重要的致敏原之一，部分人

群只接触少量蒿草花粉就可能发生
严重的过敏反应。

“如果过敏性鼻炎没有得到及
时治疗，会诱发哮喘。”张丽提
醒，有数据显示，40%的过敏性鼻
炎患者会出现过敏性哮喘。由于鼻
黏膜肿胀和大量分泌物会堵塞鼻
腔，鼻塞后会用口呼吸。使得冷空

气及一些变应原、细菌直接进入下
气道。而且，鼻腔分泌物长期流向
下呼吸道，也会对下呼吸道形成刺
激，易诱发哮喘。

特别要注意的是，有些湿疹患
者也容易患哮喘。这是因为皮肤过
敏导致的湿疹与过敏性结膜炎和过
敏性鼻炎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