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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兵服务资讯

近期，有的战友容易出现不停打

喷嚏、流鼻涕、眼睛红肿等症状，很可

能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秋冬季节转换

时，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症状一般会更

明显，主要是因为空气中过敏原的浓

度上升，再加上空气干燥、寒冷，容易

对鼻腔黏膜造成一定的刺激，从而引

起过敏性鼻炎发生。

过 敏 性 鼻 炎 又 称 变 态 反 应 性 鼻

炎，是特应性个体接触过敏原后，机体

的免疫系统产生过度反应，导致鼻黏

膜非感染性炎症；主要症状表现为鼻

痒、打喷嚏、流清涕和鼻塞等，且症状

一 般 持 续 半 小 时 以 上 。 除 鼻 部 症 状

外，过敏性鼻炎患者常伴有皮肤和咽

喉过敏反应，可引起外耳道和咽喉发

痒。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还可能伴

有过敏性结膜炎，出现眼痒、流泪和眼

睛红肿等症状。如果过敏性鼻炎较为

严重，可能会引起邻近器官炎症，如慢

性鼻窦炎和分泌性中耳炎，甚至诱发

哮喘。

日常生活中，尘螨、花粉、动物皮

屑 等 ，都 是 常 见 的 过 敏 原 。 其 中 ，尘

螨和动物皮屑等属于常年性过敏原，

花 粉 属 于 季 节 性 过 敏 原 。 除 吸 入 性

过敏原外，牛奶、鸡蛋、鱼虾和牛羊肉

等食物过敏原，也可引起过敏性鼻炎

发作。

需要注意的是，过敏性鼻炎发病初

期与感冒症状相似，容易被混淆。有的

人出现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症

状时，误以为是感冒或热伤风，会自行

服用感冒药，这样可能导致病程迁延。

其实，感冒与过敏性鼻炎有本质区别。

感冒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通常伴

有全身症状，如发热和肌肉酸痛，且鼻

涕会逐渐由清涕变为黏脓涕。过敏性

鼻炎始终是清水样鼻涕，通常伴有流

泪、眼痒等症状。感冒一般 1 周左右会

康复，而过敏性鼻炎一般有明显的季节

特征，往往会反复发作。

当出现过敏性鼻炎相关症状时，

应明确诊断，并遵医嘱进行治疗。过

敏性鼻炎的诊断，一般依据临床表现

和实验室检查确定：打喷嚏、流清涕、

鼻痒、鼻塞 4 大症状中至少出现 3 个，

且 持 续 时 间 在 0.5~1 小 时 ；鼻 镜 检 查

表 现 为 鼻 腔 黏 膜 苍 白 ，多 量 水 样 涕 ；

皮 肤 过 敏 原 点 刺 试 验 或 血 清 过 敏 原

检测阳性。

若确诊为过敏性鼻炎，治疗时要

坚持“防治结合，四位一体”的原则，包

括环境控制、药物治疗、免疫治疗及健

康教育。建议过敏性鼻炎患者在日常

生活中注意以下几点。

远离过敏原。容易过敏的人群可

前往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测，确定致敏

原因，并尽可能避免接触过敏原。

控制屋内尘螨的数量。勤清洗、

晾晒被褥，勤擦拭物体表面；常通风、

常进行清洁除尘，保持室内清洁干燥，

避 免 霉 菌 生 长 ；加 强 个 人 卫 生 ，勤 洗

澡、常换衣。

外出时做好防护。过敏性鼻炎患

者在易过敏季节外出时要做好个人防

护，佩戴口罩或在鼻腔前部涂抹花粉

阻隔剂，返回后及时清洗面部，用鼻腔

冲洗器或生理盐水冲洗鼻腔，以减少

致敏原的停留时间。过敏季节到来前

2 周，过敏性鼻炎患者还可在医生指导

下应用药物进行预防性治疗。

养成好习惯。科学锻炼，增强体

质，提高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避免

摄入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多摄入富

含维生素的蔬果；鼻塞症状较为严重

时，用食指、中指按住鼻梁两侧，上下

推擦 30 次左右，可疏通鼻部经络，促进

鼻部血液循环，达到通畅鼻窍的目的。

及时治疗。如果过敏性鼻炎症状

较为严重，影响学习、训练或工作，应及

时就诊治疗。常用的治疗过敏性鼻炎

的药物有鼻喷激素、口服或鼻喷抗组胺

药物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需要注

意的是，执行飞行、驾驶、高空或精细作

业时，应避免使用抗组胺药。此外，过

敏性鼻炎患者也可遵医嘱进行免疫治

疗，即脱敏治疗，以控制病情。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

过敏性鼻炎需防治结合
■陈福权

针灸几次，肌肉劳损缓解很多；拔

个 火 罐 ，身 上 湿 气 明 显 减 少 ；中 药 调

理，慢性胃病逐渐好转……近年来，某

部卫生连积极推广中医疗法，取得不

错的疗效，充分发挥了中医药治疗疾

病、健体强身的重要作用，赢得不少战

友称赞。

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

中 医 药 蕴 含 着 中 华 民 族 几 千 年 来 的

健康理念和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

瑰 宝 ，凝 聚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博 大 智 慧 。

毛 泽 东 同 志 曾 说 ，“ 中 国 对 世 界 有 大

贡 献 的 ，我 看 中 医 是 一 项 ”。 在 革 命

战争年代，我军官兵的许多疾病就是

靠“一根针一把草”治好的。现在，随

着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更多官兵开始

关注中医药、认可中医健康理念。但

是，中医疗法在基层部队尚未广泛应

用。究其原因，一是有人认为西医见

效快，遇到急症更倾向于通过西医西

药 解 决 ；二 是 有 的 单 位 缺 乏 中 医 人

才 ，难 以 开 展 中 医 治 疗 ，导 致 中 医 在

守 护 官 兵 健 康 方 面 没 能 发 挥 应 有 的

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西医在运动医学

领域有一定的长处，但中医也凭借着

其特色诊疗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中

医药学认为，人体本身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其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

彼，而是注重整体关联。中医的主导

思想是平衡调节与扶正祛邪，通过调

节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使体内失衡的

状态恢复平衡。按摩、针灸、正骨、正

脊等中医疗法，不仅对官兵常见的运

动损伤疗效独特，而且还不依赖大型设

备，具有简便易学、疗效确切、安全可

靠、绿色环保等特点。国外很多运动员

都对中医情有独钟。从 2016 年里约奥

运会上多名外国运动员秀出身上的火

罐印，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外国运动

员在中医药体验馆学习五禽戏……在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舞台上，频繁出

现中医药的“身影”。

“上医治未病。”除运动损伤外，治

未病也是中医药优势和特色的重要体

现。中医药提倡“预防为先”，融预防

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为一体。利用

食疗、膏方、针灸、推拿、拔罐、穴位敷

贴等手段，可以促进疾病的早发现、早

报告、早诊断、早治疗，从而有效应对

健 康 危 险 因 素 。 航 天 英 雄 杨 利 伟 曾

说：“在当代航天医学领域中，从神舟

五 号 飞 行 到 神 舟 七 号 航 天 员 太 空 行

走，中医药有效地保证了航天员在特

殊环境下的正常工作，为航天员的身

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了解，我

国航天员在起航前，都要服用中药来

调理气血，同时配合推拿、针灸等疗法

增强体质。特别是由十几味中药组成

的“太空养心丸”，在飞行中服用，可以

有效预防疾病发生，让失衡的气循环

和血循环回归正常。

新时代，我们肩负着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的使命重任。保健康就是保战斗

力。善用中医护佑官兵健康，建立健全

中医药服务体系，注重普及中医药知

识，充分发挥中医药的健康服务作用，

既能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又可以为

广大官兵撑起健康的“保护伞”，保障官

兵以健康体魄投身强军事业。

善
用
中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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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是一种由感染性因素（如细

菌、病毒、真菌）或非感染性因素（如过

敏、误吸）等引发的肺组织和肺泡的炎

症反应，主要症状表现为发热、咳嗽、

胸痛、呼吸困难等，严重时可继发呼吸

衰竭、多器官功能障碍，危及生命。

感 染 性 因 素 引 发 的 肺 炎 较 为 常

见。根据病原体的不同，我们通常将

肺炎分为以下 4 类：细菌性肺炎，在各

个年龄段均可发病，免疫力低下者更

容易发展为重症；真菌性肺炎，常见于

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癌症患者、长期

接受激素治疗的患者；病毒性肺炎，通

常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一般会出现高

热、咳嗽、肌肉疼痛、头痛、乏力等全身

症状；支原体或衣原体引起的非典型

肺炎，多见于青少年，咳嗽、疲乏的症

状较为明显，发热症状较轻。老年人、

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合并糖尿病等基

础疾病的患者，常会出现混合感染的

情况。

一些人群由于身体状态或外界环

境 的 影 响 ，感 染 肺 炎 的 风 险 较 高 ，需

要 特 别 注 意 预 防 和 早 期 干 预 。 婴 幼

儿 和 老 年 人 。 这 类 人 群 的 免 疫 系 统

相对薄弱，肺部功能尚未发育完全或

已逐渐减退，较容易受到病原体的攻

击。慢性疾病患者。糖尿病、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患

者 ，长 期 处 于 身 体 功 能 较 差 的 状 态 ，

抵 抗 病 原 体 的 能 力 较 低 。 免 疫 抑 制

者 。 接 受 化 疗 、免 疫 抑 制 剂 治 疗（如

肝肾移植、骨髓移植后使用免疫抑制

剂减少排斥反应、自身免疫性疾病使

用 激 素 治 疗）的 患 者 ，免 疫 防 御 能 力

削弱，易感染肺炎。吸烟者和空气污

染暴露者。长期吸烟或接触粉尘，会

损害肺泡及气道纤毛的防御功能，使

病原体更易侵入。

如果大家受凉、感冒后出现咳嗽、

咳痰、发热等症状，且持续时间超过 1

周、药物治疗后效果欠佳，或者出现胸

痛、呼吸困难、痰中带血等症状时，要

高度怀疑是否继发了肺炎，并及时寻

求医生的帮助。

肺炎的发生主要取决于病原体的

致病能力和个体的免疫状态。避免接

触病原体和提高免疫力，是预防肺炎

的关键。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做好

以下防护措施，可以有效预防肺炎发

生。

接种疫苗。接种肺炎疫苗、流感

疫苗及新冠疫苗，是预防肺炎的有效

手段之一。建议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

及时接种上述疫苗，以减少肺炎感染

风险。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

尤其是外出或接触公共用品后要用肥

皂和流动水洗手；咳嗽或打喷嚏时用

纸 巾 、肘 部 遮 掩 口 鼻 ，避 免 病 原 菌 扩

散；肺炎流行期间要戴好口罩、避免人

群聚集，以减少感染风险。

戒烟限酒。吸烟和酗酒会损害呼

吸道防御功能，使细菌和病毒更容易

侵入肺部。建议尽量戒烟限酒，保护

肺部健康。

增强免疫力。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包括均衡饮食、充足睡眠、适量运

动等，均有助于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

肺炎的感染风险。癌症、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注射免

疫增强剂。

控制基础疾病。慢性病患者要积

极控制病情，如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患者应定期随访，避免因基础疾

病控制欠佳而增加肺炎的感染风险。

了解肺炎 科学预防
■罗 虎 陶 毅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心血管内科第二监护室田峰副主任团

队，在 ECMO 循环支持下应用微创二尖

瓣钳夹术，成功救治了 1 名急性心肌梗

死并发二尖瓣大量反流的患者。

急性二尖瓣大量反流是急性心肌梗

死的严重并发症之一，院内急性期死亡

率高达 70%~80%。作为常见的心脏瓣膜

疾病，二尖瓣反流病史长，一旦病情进展

到无法代偿时，患者会出现上楼气喘、下

肢浮肿、半夜憋醒、不能平卧等不适表

现 ，甚 至 会 在 短 时 间 内 发 展 到 重 度 心

衰。如果是心脏疾病并发重度急性二尖

瓣反流，会出现呼吸困难、咳粉红色泡沫

样痰、心源性休克、低氧血症等急性左心

衰表现，需要紧急进行医疗干预。

目前，中、重度二尖瓣反流的治疗

主要以外科手术为主。但是传统的外

科手术对高龄、有开胸病史、心肺功能

差等复杂危重心脏疾病的患者来说，风

险较大，还可能出现感染、出血、血栓形

成等并发症。而二尖瓣钳夹术是一种

微创手术技术，是在超声引导下，使用

一个特制的夹子，通过人体血管到达心

脏，进入左心房，准确找到二尖瓣病变

的位置，把关闭不全的瓣膜夹住，从而

达到减少二尖瓣反流的目的。

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主

任 陈 韵 岱 介 绍 ，与 传 统 的 开 胸 手 术 相

比，二尖瓣钳夹术无需开胸，创伤小、安

全性高、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不仅

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和恢复时间，而且可

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心血管内科重症团队已经利用二尖瓣

钳夹术治疗了多位患者。这一技术的

应用，为心脏重症患者带来新的治疗策

略，提供了更多的治疗机会。

二尖瓣钳夹术为患者解除病痛
■田 淬

不少战友秋冬季跑步后，会出现

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有时甚至持续

不 断 。 有 的 战 友 以 为 是 急 性 鼻 炎 发

作，十分担心。其实，这种情况可能是

多种原因引起的。任何因素导致鼻黏

膜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腺体分泌增

加，鼻腔分泌物就会增加。比如，刺激

性气体、寒冷空气、花粉、柳絮等，都可

能导致流鼻涕。而喷嚏是一种生理反

射，可以排出上呼吸道异物或过多的

分泌物，从而达到清洁和保护呼吸道

的 作 用 。 尘 埃 、刺 激 性 气 体 、致 敏 花

粉、强光、寒冷刺激及月经期、妊娠期、

情绪激动时，都可能会打喷嚏。

跑步后一直流鼻涕、打喷嚏，一般

是以下 3 个原因所致。

吸入冷空气和异物。冷空气和异

物长时间刺激鼻黏膜，会导致鼻黏膜

充 血 ，鼻 腔 分 泌 物 增 加 ，从 而 出 现 流

清 水 样 鼻 涕 和 打 喷 嚏 的 症 状 。 这 种

情况大多会自行缓解，若持续时间较

长 ，影 响 生 活 和 工 作 ，可 用 药 物 干

预 。 鼻 喷 抗 组 胺 药 物 能 够 抑 制 鼻 黏

膜充血和鼻腔分泌物增加，一般持续

用药 2~3 天，即可缓解持续流鼻涕、打

喷嚏的情况。

跑步后不注意保暖。官兵运动过

后会出汗，同时体温上升，身体与外界

形成较大温差。被汗浸透的衣物贴在

皮肤上会使人感到又冷又湿，造成体

温过低。若跑步出汗后不注意保暖，

可能会引发风寒感冒，出现流鼻涕、打

喷嚏、咳嗽的症状，甚至伴有头痛、发

热、咽喉痛等。此时应多休息，还可喝

些姜汤，或用葱白、红糖煮水喝，有助

于祛除风寒。如果症状较重，可服用

感 冒 清 热 颗 粒 、通 宣 理 肺 丸 等 药 物 。

一 般 用 药 2~3 天 后 ，症 状 可 缓 解 。 建

议大家冬季跑步时，里层穿透气、易干

的衣服，外面穿防风、防水、透气、排汗

的衣服；跑后立即擦干身上的汗水，并

换上厚衣服，保持身体温度，防止冷热

交替后出现感冒症状。

过敏性鼻炎发作。过敏体质人群

在跑步过程中吸入较多过敏原，也会

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建议过

敏性鼻炎患者跑步时避开容易诱发鼻

炎发作的环境、物质。如果症状长时

间未缓解，可使用鼻喷抗过敏药物，如

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

总的来说，跑步时吸入冷空气和异

物导致流涕不止、喷嚏不断的情况较为

常见。建议大家跑步时选择相对宽敞、

空气良好的环境，穿着速干衣物，跑后

注意保暖。如果出现流鼻涕、打喷嚏的

症状，按照上述 3种情况分析原因，对症

处理，必要时到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六

医学中心）

跑步后流涕是鼻炎吗
■王 丰

健康话题 健康漫谈

秋冬季节空气寒冷干燥，是肺炎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
期。今年 11月 12日是第 16个“世界肺炎日”。本期，我们邀请陆
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为大家介
绍肺炎的相关知识。 ——编 者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卫

勤分队开展战场救护训练，提升

卫勤人员的战伤救治能力。图为

救护人员对“伤员”伤情进行快速

处置。

袁 凯摄

姜 晨绘

过敏性鼻炎要及早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