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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中药香囊，预防病菌感染
中医支招提高免疫力，过一个健康春节

焦守广 济南报道

春节正逢冬春季节交替之
时，呼吸道病原菌活跃，加上回
家过年、走亲访友，人员流动
大，容易发生呼吸系统传染病，
特别是近期比较流行的甲流等
病毒。做好预防，才能过个健康
的春节。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韩健介绍，春节期间预防呼吸
道传染病，最重要的是提高我
们自身呼吸系统的免疫力。

中医方面有不少小妙招，比
如中药香囊，可以把荆芥、防风、
贯众、艾叶、川芎、细辛、白芷等
具有芳香辟秽作用的中药粉碎
后装进布包，做成中药香囊，悬
挂在家中、车上、办公室、教室等

地方。中药香囊散发的药气吸入
后，可以刺激呼吸道分泌免疫球
蛋白，提高呼吸道免疫力，起到
预防病原菌感染的作用。

如果出现失眠、睡眠质量差
等情况，也可以在香囊中加入菖

蒲、郁金、薰衣草等药物，有安神
助眠的功效。因为人体免疫力是
在睡眠中修复的，所以要想有个
好的免疫力，首先要有个好睡
眠，流感季节尽量不熬夜。

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热水

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睡
眠质量。同时可以在泡脚水中
加入川牛膝、当归、艾叶、赤芍、
花椒等具有温阳通络功效的中
药，泡脚效果更佳。

免疫力偏弱，平常容易感
冒、疲劳、乏力、怕风的朋友，可
以用黄芪、防风、白术等具有健
脾补肺功能的中药代茶饮，每
日3—6克，补足肺脾之气，提高
免疫力，预防流感。

韩健表示，一旦中招，需要
尽快就医治疗，切勿自恃身体
好硬扛，以免诱发更严重的疾
病。特别是有慢性病的患者，比
如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
病、慢阻肺、哮喘、肾功能不全
等，呼吸系统的感染有可能加
重原有疾病，甚至发生危险，应
及时就医。

目前针对甲流的西药主要
有奥司他韦、玛巴洛沙韦等。玛
巴洛沙韦能够抑制流感病毒
RNA的合成，阻止病毒的复制
和传播。

奥司他韦通过抑制流感病
毒表面的神经氨酸酶活性，延
缓病毒的繁殖速度。

清热解毒的中成药，比如
连花清瘟颗粒等，也能够起到
抗病毒的作用。不过，用药需要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戴口罩是阻断病毒传播行
之有效的方法，流感高发季节，在
人员密集场所，比如在医院、影
院、商场、火车、飞机、长途汽车等
处，戴口罩仍然是有必要的。

另外，做好室内通风换气、
加强手部卫生等，也是有效的
预防措施。

记者 秦聪聪 济南报道

春节期间，少不了亲朋好
友欢聚。然而，此时也是异物

“梗”住健康的多发时期，消化
道异物、气道异物等意外事件
时有发生。一旦处理不当，甚至
会带来致命威胁。

“春节假期聚会多，比平时
更容易发生鱼刺、碎骨等异物
卡住咽喉或食管的事件。”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耳鼻喉科
主任梁辉介绍，成人进食仓促
或注意力不集中，低龄儿童不
会吐骨头，老年人咀嚼功能变
差等，都可能导致异物卡喉。

据悉，咽喉异物最常见的
嵌顿部位是扁桃体、舌根、会厌
谷及梨状窝处。由于咽部本身没
有血管，如果异物尖锐刺破黏膜，
可能会带来疼痛感，有些患者的
唾液中可见少许血性分泌物；较
大坚硬异物存留喉咽，则可能引
起吞咽梗阻及呼吸困难。

梁辉提醒，一旦出现消化
道异物，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及
时就医，由医务人员取出异物。
一般情况下，位于口咽部的异
物，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生可
先通过压舌板或间接喉镜检
查，评估是否存在异物以及能
否取出；若异物位置较深或患
者配合欠佳，可以在表面麻醉
后，用喉镜进一步“仔细扫视”
整个咽喉部来明确目标，争取

“一击即中”。
然而，临床中常有因错误

处理，导致异物越来越深的病
例。

“吞饭团、咽馒头、喝食醋、
喝食用油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处理方法，反而还可能弄巧成
拙，加重损伤。”梁辉说，强行吞
咽食物，会使异物进一步深入消
化道，可能划破食管、血管，引发
出血、感染等，增加治疗难度。如
果异物刺穿食管扎入主动脉，就

是致命危险。此外，异物不会被
醋溶解或自行排出，所以还是要
尽快就医取出。

除了消化道异物，气道异
物也不罕见，尤其是儿童和老
年人，多见于植物性食物，比如
花生、瓜子等。

梁辉指出，气道异物的发
生，可能会伴有呛咳、呼吸困
难，会直接危及生命。掌握正确
处理方法，关键时刻能救命。

“如果异物体积较大、堵塞
气道，可以采用海姆立克急救

法进行处理，并紧急送医院急诊
就诊；如果是其他异物，要记住
异物不会消失，也要及时就医取
出来。”梁辉提醒，预防异物带来
的健康威胁，要注意养成良好的
进食习惯，避免边吃边说笑、打
闹，尤其是在食用坚果、骨头、黏
性食物时更要注意。

家长要注意加强对儿童的
监管，当孩子口中含有东西时，
不要逗他们哭笑、奔跑。为老人
准备食物时，尽量选择易咀嚼、
易消化的食物。

享舌尖美味，莫让异物“梗”住
一旦异物卡喉，掌握正确处理方法很关键

特刊

贺照阳 济南报道

春节期间，随着家庭团
聚、庆祝活动增多，各类意外
也时有发生。

7岁儿童被鞭炮炸伤

1月16日，山东省立医
院急诊外科接诊了今年第
一例因燃放烟花爆竹导致
炸伤的患者。

一名7岁儿童在燃放
鞭炮时，不慎使衣服着火，
导致鞭炮爆炸，患儿手部多
处骨折脱位，多根血管、神
经、肌腱损伤，造成严重的
皮肤炸裂伤和多部位烧伤。
经过医护人员紧急救治，患
儿保住了受伤的手，并逐步
康复。这一案例再次提醒我
们，春节期间应高度重视烟
花爆竹的安全使用。

据相关统计显示，春节
期间因鞭炮炸伤而前往医
院就诊的患者数量显著增
加，其中不乏儿童、老人等群
体。究其原因，山东省立医院
手足与显微重建外科副主任
医师文朝喜介绍，市民燃放
时操作不当，烟花产品药量
过大、制作粗糙，大人对儿童
监管不到位，在人口密集区
域燃放烟花爆竹等，都会增
加鞭炮伤的风险概率。

在眼科，因鞭炮炸伤而引发
的意外事件屡见不鲜。山东第一
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所副所
长、附属眼科医院副院长亓晓琳
表示，春节期间由鞭炮炸伤导致
的角膜裂伤、眼球破裂伤、眼部
热烫伤等最为常见。剪刀、木棍、
铅笔等其他原因导致的眼外伤
也比较常见，“意外一旦发生，对
眼睛造成的伤害是永久的”。

对此，亓晓琳提醒：尽量不
要或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可采取
逛庙会、外出登山游玩等方式庆
祝新年；家里的刀具、铅笔等可
能导致伤害的物品，家长要告诫
孩子不能用来玩闹；寒假期间，
家长务必加强对孩子的监管。

受伤后科学处理

鞭炮炸伤：一旦被鞭炮
炸伤怎么办？济南市儿童医
院整形烧伤科副主任牛贝贝
提醒，伤口内的泥土、碎屑等
含细菌的异物残留，导致伤
口感染概率高，因此爆炸伤
一定要注射破伤风疫苗。

眼部受伤：一旦损伤眼
睛，要用干净毛巾或衣物将
受伤的眼睛遮住后立即就
医。如果眼睛局部肿胀、疼
痛，皮肤表面没有开放伤口，
要用冷毛巾湿敷。

头面部受伤：用干净毛
巾或衣物擦拭干净后，立即
用大量冷水冲洗，马上就医。

肢体受伤：如果是烧伤，
处理方式与头面部受伤相
同。如果伴有大出血，则应先
止血，用毛巾或布条扎住出血
部位靠近心脏的一端，并抬高
受伤部位，立刻就医。

刀具切伤：在使用刀具
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
分心。一旦发生切伤，应立即
用清水冲洗伤口，使用创可贴
或干净纱布包扎，出血较多或
伤口较大时，应及时就医。

烫伤和烧伤：处理热食
时要小心，避免热油溅出或
热汤倾倒。一旦发生烫伤或
烧伤，应立即用流动的冷水
冲洗伤口，减轻疼痛和肿胀。
切忌用冰水冲洗，以免冻伤。

创面较大或严重时，及时就医。
交通安全：春节期间驾车出

行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
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寒假期间，儿童四肢骨折
就诊的病例不断增加。

济南市儿童医院骨科创伤
外科副主任于嘉智提醒，为防
止出现意外，家长要增强安全
意识，不要带孩子到危险场所
玩耍。外出游玩时，要密切注意
孩子动向，同时加强对孩子安
全意识教育。

在进行滑雪、滑冰等运动
前，要进行一定的培训，且要戴
头盔、护膝、护肘、护腕等保护
装备。

对于摔伤等意外伤害，预防
比救治更重要，应掌握一些急救
技能，可提前准备一些绷带及治
疗跌打损伤的消毒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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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5次拍背法：

救助者用一只手抱起宝宝，
将宝宝脸朝下，使其身体倚靠在
大人膝盖上，以单手掌根部在宝
宝背部肩胛骨之间，快速有力地
拍击五下。

皂5次压胸法：

将宝宝翻转过来，仰躺在救
助者的手臂上，在宝宝胸骨下半
段用食指及中指压胸五次。

重复，直至异物吐出。

成人及一岁以上儿童：腹部冲击法

(救助者站在患者身后，双臂环绕其腰部)

皂剪刀：一只手食指、中指
并拢，像一个闭合的剪刀，定位
在肚脐上方两横指

皂石头：另一手握拳，拇指
侧的拳眼放在定位点上

皂布：掌包住拳头，然后用
向上、向内的力量，冲击上腹部。

重复，直至异物吐出。

一岁以下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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