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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疾控中心发布冬季伤害预警

寒冬腊月请做好自身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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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来袭警惕冬季抑郁症

医生们在为骨伤患者治疗。 照片由天津医院提供

冬季寒潮天气侵袭，冻伤、跌倒、一氧化碳
中毒等各种伤害事件频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日前发布了2022年冬季居民伤害事件监测情
况及其分析，同时提醒市民关注今冬寒冷天气
自身安全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发生。
据介绍，我市从2005年开始实施伤害发生

和死亡监测，监测内容涵盖跌倒、机动车/非机
动车交通事故、动物伤、暴力/斗殴、砸伤、穿刺
伤、冻伤、烧烫伤、异物、窒息、中毒、溺水等各类
常见伤害原因。2022年我市伤害报告发生率为
2242/10万，伤害发生男女性别比约为4:3。2022
年冬季（12月和1月）居民伤害数据显示，我市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冬季发生伤害的比例有
所增加，尤其是老年女性，伤害发生占比明显
上升。冬季伤害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跌倒、机
动车交通事故、动物伤、利器切割伤和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其中，跌倒、机动车交通事故和
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所占比例明显上升。
市疾控中心疾控专家分析认为，冬季是极

端天气频发的季节，冰雪旅游和运动、道路湿
滑、室内活动和出行方式改变增加了冻伤、一氧
化碳中毒、跌倒、交通事故等伤害的发生概率。
参照2022年冬季伤害事件发生规律，针对今年
冬季气候特点和市民出行、出游及生活方式情
况，市疾控中心发布伤害警示，提醒市民做好充
分的预防措施，在防寒保暖的同时，要对冬季高
发的多种潜在伤害加强警惕，平安过严冬。

户外活动防冻伤高空坠冰
滑雪冰雪旅游保暖第一少饮酒

“三九天”气温不断降低的同时，户外活动
中各类伤害发生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大。针对
近期东北旅游和滑雪热等，市疾控中心提醒市
民关注冻伤、高空坠雪/冰带来的伤害。
冻伤发生的重点人群是户外工作者、老

人、儿童、醉酒者。冻伤高风险环境主要是在
寒冷、潮湿或有风的地方工作或游玩，如户外
作业、外出游玩等。受伤部位多发生在手、足、
耳、鼻、脸颊等处。随着寒假的到来，到东北、
西北等寒冷地区旅游、滑雪的人越来越多，零
下20多度的天气，稍有不慎就有冻伤的可能。
预防冻伤要做到以下几点：
做好保暖。穿着合适的保暖衣物，特别注

意保护头部、双手和双脚，比如佩戴手套、帽
子、围巾、耳套、用衣物包裹住脚腕等，同时减
少在外停留的时间。保持衣物干燥。不穿潮
湿、过紧的鞋袜，穿着吸湿排汗的衣物，避免皮
肤长时间处于潮湿状态。如衣物已经被雨雪
弄湿，尽快进入室内并更换干燥的衣物。适量

活动。避免在户外久站或久坐，在户外要不时
动一动手指或脚趾，适量活动以促进全身血液
循环，提高全身对寒冷的抵抗力。每隔半小时
左右查看皮肤是否被冻伤，尤其是手指，轻压
皮肤查看是否有发红、僵硬或疼痛，如出现相
关症状尽快进入室内，避免冻伤进一步发展。
保持意识清醒，减少饮酒。饮酒后身体血管扩
张，会增强散热，同时酒后容易意识降低，使得
身体对外界环境温度的感知下降，很容易长期
处于低温环境而不自知，容易发生冻僵冻伤，
严重者有冻亡的情况。
高空坠雪/冰是所有人群在寒冷地区户外

活动要重点预防的意外伤害。伤者受伤部位
以头面部为主，严重的情况会危及全身多部
位。1月6日，鲁东大学学生被高空坠冰砸中的
伤害事件引起了全网关注。冬季尤其是寒潮、
大雪等极端天气后，行走在房檐、临时建筑物
外等要特别注意。预防此类伤害的措施主要
包括及时清理屋檐、房顶的积雪/冰块；行走或
驾车时远离屋檐、屋檐、广告牌、临时建筑物、
车棚、大树、电线杆等地方；停车或休息时尽量
选在相对空旷的地方。

居家活动防中毒烧烫伤
吃炭火锅围炉煮茶环境需通风

中毒、烧烫伤是冬季居家环境中容易发生

的伤害。2023年12月22日，河南安阳白璧镇
发生一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当时6人在白璧
镇某美食城一包间内使用炭火吃火锅。初步
判定6人属一氧化碳中毒，造成3人死亡。2023
年12月16日15时许，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南
畔社区一自建出租房发生一起一氧化碳中毒
事故，造成29人受伤。此次市疾控中心根据
以往伤害监测情况和近期热议的伤害事件提
醒市民室内活动要积极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和
烧烫伤。
中毒在全人群中都有可能发生。冬季吃

炭火锅、围炉煮茶、用炭取暖、使用燃气热水器
以及在车内开空调睡觉等容易引发一氧化碳
（CO）中毒。冬季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
包括适时通风，提高室内空气流动；不要在密
闭的空间内吃炭火锅、围炉煮茶等，燃气热水
器不要安装于密闭浴室；不要在门/窗紧闭、开
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长途驾驶时车开内循
环，要定时开窗通风；家中使用燃气、煤气灶具
时，最好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定期检查维
护；用煤炭取暖的住户，居室内火炉要安装烟
囱。一旦发现一氧化碳中毒，紧急处理原则是
立即开窗通风使空气对流，迅速关闭煤气/燃
气灶具、热水器阀门等设备。避免使用打火机
等容易产生火星的物品。迅速让患者离开中
毒现场，转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处。解开
中毒者的领扣、保持呼吸道通畅；同时要注意
保暖，防止并发症发生。患者应保持安静休

息，避免活动加重氧的消耗，有条件的尽快让患
者吸氧。对于中重度病人，在进行现场急救
的同时，应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治疗急
性一氧化碳中毒，最主要的工具为高压氧，在
发病6小时内效果最佳，通常需要连续治疗10
天至14天。
烧烫伤重点人群是儿童、老年人、糖尿病患

者等。容易发生烧烫伤的环境主要是使用开水
器、热水器、取暖炉、暖宝宝、热水袋等情况。受伤
部位以手、足、下肢、腰腹、头面等为主。冬季预防
烧烫伤的措施包括使用小太阳、暖风机等取暖设
备时保持一定距离或增加防护装置；洗澡、洗脚的
水温不要过高，先放冷水，再放热水，提前用手试
水温；使用热水袋、电热毯、暖宝宝取暖时，注意不
要与皮肤直接接触，不要长时间使用，睡觉前注意
取走，避免低温烫伤的发生。

雪后外出防交通伤和跌倒
道路结冰老年人尽量不出门

由于雪后道路湿滑以及外出穿着厚重等原
因，冬季也是道路交通伤害、老年人跌倒的高发
季，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积极预防这两种伤害。
道路交通伤害在全人群中都会发生。冬

季发生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下雪或结冰后的路
面，步行、自行车/电动车骑行或驾驶/乘坐机
动车均有可能发生。受伤部位包括头面部等
全身多部位。冬季预防道路交通伤害的主要
措施有，行人在路面积雪或结冰时，尽量减少
外出。外出时，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穿着醒目
颜色的保暖衣物和鞋底纹理较深的防滑鞋，
靠边小心行走。过马路时走斑马线，遵守交
通规则，观察过往车辆，不可在车辆临近时穿
越马路。
驾驶自行车/电动车等非机动车要检查车闸

是否正常，车轮不要充气太足，骑行时戴好头盔；
遵守交通规则，避让行人，不要抢占机动车道；尽
量选择冰冻少、雪层浅的平坦路面，必要时下车推
行；减速慢行，减少急刹，避免侧滑或摔倒。
驾驶/乘坐机动车检查车辆需要提前热

车，清除车上积雪和车窗霜雾；系好安全带，时
刻注意路况，必要时安装车轮防滑装置；遵守道
路交通规则，控制车速和车距，避让行人和非机
动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急刹，不要随意并线、
超车和抢道，合理使用车灯；时刻保持警惕，不
要疲劳驾驶。
跌倒重点人群是老年人。多发生在下雪后

的路面、光滑的冰面、凹凸不平的道路等。受伤
部位主要有髋关节、脊柱、手腕、头面部等。预
防措施包括提高安全意识，雪天路滑尽量减少
外出。外出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必要时
借助拐杖、助行器等辅助器械；穿着适宜厚度的
衣服，在保暖的同时不要过于厚重，避免行动不
便；穿着舒适稳定的防滑鞋袜，系紧鞋带；上下楼
梯/台阶，或在凹凸不平/结冰的路面行走时，注
意保持警惕，缓慢行走。 记者 赵津

中医认为冬三月天寒地冻，容易损伤人体
阳气，且腊月是农历中的最后一个月份，腊八
也意味着来到了天气最为寒冷的时期。今年
腊八与大寒相遇，大寒有天气寒冷到极点的意
思，因此今年的腊八节应该格外注重保暖养
生。此时，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病、脾胃疾
病、颈肩腰腿痛这四类疾病最容易高发，要引
起注意。腊八节除了喝腊八粥，准备腊八蒜，
还需要做哪些养生功课？
1月18日20点10分《百医百顺》栏目特别

邀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推拿科王艳
国主任医师走进演播室，为大家温馨支招。想
要获取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第六
频道健康俱乐部”，收看《百医百顺》节目视频。
同时还可以获得答题有礼、在线问诊等更多健
康帮助。 通讯员 刘瑾

红斑狼疮被称为“不
死的癌症”，市中研附院皮
肤一科张峻岭主任医师表

示，系统性红斑狼疮属于自身免疫病，好发于15
岁至45岁育龄女性。他提醒市民特别是育龄期
女性，出现面部蝶形红斑、血小板减少、光敏感等
临床症状，要警惕红斑狼疮的发生，建议到正规医
院就诊与排查，必要时及时诊断与治疗。
张峻岭说，系统性红斑狼疮是自身免疫性疾

病，病变涉及范围广，可累及多组织器官及系统。性
别和年龄因素在该病发病中不容忽视，女性发病率
比男性高出10倍，育龄期女性则更高。我国临床诊
断该病普遍有11条标准作为诊断依据，分别是面颊
部位红斑、光敏感、盘状红斑、口腔溃疡、浆膜炎、肾
脏病变、关节炎、神经系统异常、免疫学异常、血液学
异常和抗核抗体异常。免疫球蛋白检测、补体检测、
自身抗体检测、超敏C反应蛋白检查等是该病常用
的免疫诊断方法。
目前，系统性红斑狼疮临床常用治疗方法有免

疫球蛋白、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免疫球蛋白
制剂具有一定疗效，应用已比较广泛。糖皮质激素
作为人体内重要的激素之一，其具有调节免疫应答
等多种功能，是治疗该病的主要药物，可有效控制
疾病发展，但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如免疫抑制及感
染等。免疫抑制剂种类繁多，其中硫唑嘌呤的免
疫抑制效果较强，能更加有效地控制该病活动
度。近年来陆续发现多种新型的具有免疫抑制作
用的药物，治疗中也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同时可
能会导致患者免疫功能下降并引发感染等不良反
应的发生。张峻岭还提醒患者，一旦确诊一定要到
正规医院就诊，切勿偏听偏信所谓“古方、祖方”。

通讯员 陆静 雷春香

寒冷的冬季是抑郁症的高发季节，最近寒
潮频繁来袭，天津中医一附院心身科沈莉主任
医师连续接诊了几位患者，平时开朗乐观，气
温骤降时情绪就会莫名其妙地一落千丈，什么

也不想做，也不喜欢与人交流。沈莉说，这类
人就需要警惕冬季抑郁症了。
沈莉说，冬季抑郁症又称季节性情绪失调

症，是指因天气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情绪障碍，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发作和自发的症状缓解。
冬季抑郁症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忧郁沉闷；注
意力不集中、思维迟缓、工作效率下降、焦虑紧
张、急躁易怒、回避社交等精神心理症状；食欲
改变、睡眠障碍、精力减退、性欲减退、体重变
化、躯体疼痛等躯体伴发症状，症状明显的会
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冬季抑郁症的高发
人群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性格内向、敏

感以及生活不规律者；体质较弱和极少参加体
育锻炼的室内工作者。预防冬季抑郁症可以尝
试增加日光照射和户外运动，比如上午8点至
10点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散步；增加社交活动，
避免独自在家，比如可以多参加聚会、比赛等；
改善饮食结构，均衡营养，多吃蔬菜水果，补充
蛋白质；多接触亮色，例如可以尝试穿着颜色明
亮的外套。 通讯员 雷雪宁

市第三中心医院全科未分化疾病门诊日前
开诊。全科未分化疾病通常是指一种普通人群
中发现的、尚不能归属于某一特定疾病的疾病。
患者可能会出现发热、头痛、肌肉酸痛、关节肿痛、
咳嗽、咳痰、腹泻、皮疹、失眠、多梦等症状。由于病
因尚不明确，未分化疾病的治疗难度较大。全科未
分化疾病门诊将为患者实施“一站式”诊疗服务，对
复杂性病例进行多学科联合会诊，减少患者多次反
复就诊。对于未分化疾病门诊不能尽快明确的患
者，收入全科病房，联合协作多个科室，针对复杂病
例进行精准诊断。 通讯员 陈颖

市第三中心医院开设全科未分化疾病门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