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峰期 儿科急诊发热门诊患者集中

戴口罩勤洗手少扎堆防感染

天气转冷小心骨痛“找上门”
保暖运动晒太阳 关节旧疾难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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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去火”谨防伤肝
汤剂饮片须在中医指导下服用

目前我市已经进入呼吸道疾病发病高峰期，近一
周以来，各医院儿科、急诊、发热门诊患者明显增多，
呼吸科、感染科门诊成人患者数量也出现上升趋势，
诊疗压力激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目前呼吸
道传染病呈流感、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
毒、腺病毒感染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共同流行的态
势，同时也存在多种病原体混合感染的情况。儿童肺
炎支原体感染已经有下降趋势，流感患者明显增多。
专家提醒，近一周以来的呼吸道疾病患者年龄分

布广泛，老人、儿童、青壮年都有较多发病，出现严重
并发症的多为老人和慢性病患者。呼吸道疾病高发
季，要尽量减少到人员密集场所，坚持戴口罩、多通
风、勤洗手等卫生习惯。现在开始接种流感疫苗也可
以起到保护效果。儿童和成人不要带病上学工作，一
定居家休息。

成年流感支原体感染者增多

健康人群低热可居家休养

“近期，呼吸科患者有较多增加，门诊一天能看到
120多个病人，患者以流感样病例和肺炎支原体感染
居多，症状主要是发热、咳嗽、咳喘等。近来，成年人
肺炎支原体感染多于往年同期，轻症患者居多，住院
重症患者多为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从上周
开始，流感样患者已经明显增多。流感起病急、症状
重，高热可达39℃至40℃。与普通感冒不同，重症流
感可危及生命，各年龄段都应重视对流感的防治。”医
大二院呼吸科主任赖雁平说。
他提醒市民，流感、肺炎支原体等呼吸道病毒感染通

常具有自限性，多数人感染后仅为轻症，一般5天至7天
可以自愈。慢性病患者、免疫缺陷患者、65岁以上老人、
年幼儿童、孕产妇、肥胖者是呼吸道疾病重症高危人群，一
旦患病易并发重度肺部感染，损伤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
能。在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发期，这些人出现高热，伴畏
寒、头痛、肌肉关节酸痛、剧烈咳嗽等症状应尽早就医，确
诊流感及时服用抗病毒药物避免发生重症。如果医生认
为需要住院治疗，病人和家属要遵从医生的建议。
赖雁平建议普通健康人感染呼吸道疾病，如果仅

仅是低热可以居家休养，多喝水，保持充足睡眠，吃易
于消化和富有营养的食物，通常可以自愈。同时密切观
察病情变化，一旦出现持续高热、退热药作用时间短、胸

闷憋气、皮疹、尿少、呼吸困难、剧烈咳嗽等情况，要及时就
诊。也可以在病毒感染初期仅有咽痛症状时，及时服用抗
病毒中成药，可能阻断疾病发展、缩短病程。病情较重的
患者如果家中备有指脉氧仪，可以监测血氧，短时间内多
次测量低于94%要及时就医。此外，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
一定要坚持治疗基础病，以免疾病复发加重降低身体免疫
力，更易感染呼吸道病毒，进而引发重症肺炎。

肺炎支原体患儿开始减少

孩子患病家长要克服焦虑

“今年10月以后，儿科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就诊
量持续激增，其中既有肺炎支原体、流感、呼吸道合胞病
毒、腺病毒感染，也有百日咳、手足口病等呼吸道传染
病。由于患儿多候诊时间长，为防止交叉感染，建议家
长做到以下内容，更好地配合医生诊治，帮助患儿早日
康复。”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张平平说。
第一，克服焦虑恐慌不频繁来院就诊。一方面，多数

儿童没有基础疾病，加之呼吸道病毒感染多是自限性疾
病，肺炎支原体也不例外，轻症7天到10天能自愈。另一
方面，任何药物起效都有时间性，通常甲流患儿服用两次
剂量药物，症状就能明显缓解，3天至5天后可以停药。但
是肺炎支原体感染病程相对较长，患儿即便用药后临床症
状明显好转，也至少要服用1周至2周药物。患儿治疗后家
长可以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退热后精神饱满，小一些的孩
子不哭闹，能自己玩耍就问题不大。多数情况下，家长遵医
嘱复诊即可，但如果发现孩子有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项，需
尽快就医：持续高热（39℃以上）多于3天或发热7天以上，
体温高峰无下降趋势；出现喘息、气促、呼吸困难、胸痛、咯
血等之一；精神差、头痛、抽搐、频繁呕吐、不能进食等。
第二，不干涉检查干扰医生判断。孩子病情变化

快，小婴儿病程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医生看诊最重要
的目的是让危重症患儿早诊早治，在儿科人满为患的情
况下，医生开具各种化验、心电图、B超和影像检查一定

是为诊断治疗服务。另外，家长要客观适度接受互联网
信息，就诊时不要刻意要求输液、频繁做胸部CT以及各
种病毒检测，避免干扰医生诊疗策略。
第三，儿童初诊不建议互联网看病。这主要和儿童

特点有关，尤其是3岁以下婴幼儿很难清楚地表述病情，
仅凭家长陈述可能影响医生判断，导致误诊或延迟诊
断。另一方面，14岁以下儿童每次诊治尤其首次诊疗都
需医生全方位体格检查评估才能制定诊疗方案。如果是
大一些的孩子诊断明确，尤其是哮喘等慢性病患儿，长期
有相对固定医护团队随诊，对其病情非常了解的情况下，
可以线上复诊开药。

面对患者数量激增的诊疗压力，我市各大医院均实
施全院一盘棋，统筹部署，整合院内资源，多措并举，全力
保障患者就医需求。

医大二院 现有诊室全部开诊，门急诊一体化收治。
儿科24小时应诊。在儿科导诊处增设医生，根据就诊患
儿病情提前开具化验单。增设输液复诊号，指定诊室为
复诊患儿开具输液用药，免去重复排队的困扰。上线“就
诊排队”查询功能，患儿家属可关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服务号，实时查询排队信息。动态调控急诊成人指血
采集时间，优先为患儿采集。延长自助机开机时间，增加
物业人员协助急诊线上预约、问诊、缴费等。

市第一中心医院 增加门急诊、儿科、发热门诊医护，
及时调整医护班次及出诊安排，动态增加号源量。30名
护理人员组成应急队，根据就诊量动态支援。建立临床
科室协调联动机制，加快双院区急诊资源循环。复康路
院区儿科病房扩大床位数，门急诊区域增开2间儿科诊
室，医护利用休息时间志愿上岗出诊，同时扩充雾化区和
患儿家属等候区。开设复诊输液通道，加强预检分诊，确
保急危重症患儿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中医一附院 预检分诊对具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等症
状的患者，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指引其他诊断的重症伴
发热患者前往内科急诊就诊。动态调整出诊医生，延长
儿科门诊时间，周末增加儿科出诊医师，扩充儿科病房，
同时在急诊区域建立“儿科综合治疗区”和急诊留观区应
急预留。增开采血窗口，增派检验人员。药学部紧急调
拨药品，加大重点药物供给。

市人民医院 扩充急诊内科诊室，向急诊增派20名医务
人员，开辟第二急诊区。搭建快速入院通道，授权急诊医生依
据病种直接分配入院。各科室加派夜班轮值力量，确保急诊病
人及时收治。通过微信公众号、津医保等多个平台做好门诊就
诊信息公示。急诊、呼吸科、全科医学科等学科，根据就诊量动
态增加门诊出诊医生和急诊值班医生。 记者 赵津

吴大娘的社区体检报告单提示谷丙转氨酶为
128U/L（正常值为0-40U/L），r-谷氨酰胺转肽酶
90U/L（正常值为0-60U/L）。她来到市第三中心
医院肝胆科就诊，肝内科钱宝鑫医生告诉她这是

发生了肝损伤。钱宝鑫询问了病史，吴大娘抽血、做CT，排除了病毒性肝
炎、脂肪肝等常见肝病。当问及近期是否服用过药品或者保健品时，吴大娘
说自己最近“上火”，喝了一段时间的蒲公英水“清肝排毒”。
蒲公英引起了钱宝鑫的关注，他建议吴大娘做肝穿刺活检以明确是否

是药物性肝损伤，活检后病理最终明确诊断：药物性肝损伤。在医生的指导
下，吴大娘停了蒲公英水养生，按照药物性肝损伤进行保肝治疗后肝酶恢复
到了正常水平。
钱宝鑫表示，药物性肝损害根据发病机制可以分为固有型、特异质型、

间接损伤型三类。常规认知中的药物性肝损害一般指固有型，也就是既往
研究显示在人群中发生药物性肝损害比例相对较高，同时有明确的肝损成
分并揭示了机制的一大类药物，在药品说明中会提示。而特异质型可以理
解为“乙之蜜糖，甲之砒霜”。吴大娘的情况通俗讲就是“可能身边1000个
人喝蒲公英水都有保健作用，但蒲公英水在她身上就引发了药物性肝损
害”。特异质型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一旦发现不及时，肝损害转为重症，救
治难度常常高于固有型。
钱宝鑫建议市民不要“自诊自调”，擅自服用有“去火”或“保健”作

用的中草药。要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中药汤剂及饮片。此外，不论是
西药还是中药，在服用某一种药物之初的头两个月，建议每月监测一
次肝肾功能，尤其是说明书中提到其药物性肝损害比较常见的西药或
中草药品类。 通讯员 陈颖

立冬过后，气温骤冷。近日到医院就诊的颈
肩疼、腰腿病、关节炎患者明显增多。天津医院运
动损伤与关节镜二病区主任黄竞敏提醒市民，颈
肩疼、关节炎等是冬季的高发骨病。老年人骨质
疏松和肌肉减少、职场人长期缺乏锻炼肌肉疲劳

更易中招，要特别注意保暖，适当运动，谨防骨病“找上门”。
黄竞敏说，天气转冷后，骨病患者比平时增加了20%至30%左右。这主

要因为天气转冷，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导致骨骼或局部组织供血不足、
淋巴回流系统受阻，从而出现局部组织水肿、关节僵硬疼痛等症状，甚至造
成运动功能受限。她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避免冬季常见骨病的发生。
一要注意保暖。特别是颈肩背部、双膝关节等部位，保护局部血液循环，
减轻因血运障碍导致的骨关节疼痛。二要适当运动。谨慎选择运动方式
和强度，长期伏案者可做米字颈部操、居家提拉弹力带、伸举矿泉水瓶，锻
炼肩关节周围肌肉；床上交替抬腿进行股四头肌的收缩锻炼。肌力强者
还可靠墙蹲马步，进行肌肉的收缩练习。三要科学饮食。戒烟限酒，多食蛋
白质和含钙量高的食物，如肉类、牛奶、豆类以及新鲜蔬菜、水果等抗氧化食
物。四要充足睡眠，多晒太阳，补充钙及维生素D，防止骨质疏松。五要专
业诊治。不要轻信网传的各类妙招，切勿盲目跟风购买按摩器材，3个月内
症状无缓解，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专业医生诊治。

通讯员 刘克臻 鞠超 丁磊

季节提醒

用药指南

医院多措并举保障就医需求

医大二院儿科医生在诊疗。 摄影 陈庆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