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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市民健康，共享美好生活”，我市
民心工程项目、天津市健康巡讲活动2024年
“健康大讲堂”第三讲日前在西青区开讲。
本期“健康大讲堂”邀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
划所免疫规划管理科陈伟主任医师、天津市
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苗静主任医师，进行了
以《夏季传染病的预防和疫苗的免疫接种》
为主题的讲座。在活动的“你问我答”环节，
专家还详细解答了现场市民和网友的相关
问题。

三伏天多种传染病高发
消化道和虫媒传染病最常见

在此次讲座中，苗静主任医师结合多年
传染病临床经验，向市民讲述了三伏天易高
发的传染病病种及其流行特点，同时介绍给
市民夏季传染病防治知识和一些盛夏中医
养生常识。苗静表示，夏季尤其是三伏天是
多种传染病易流行季节。首先，高温、高湿
的环境利于病毒、细菌繁殖，食物易受污染，
是甲肝、戊肝、细菌性痢疾等消化道传染病
的高发季节。其中戊肝发病近年来呈上升
趋势，有基础疾病特别是患糖尿病的老年人
更高发。戊肝和甲肝都是通过消化道传播
的疾病，临床上患者都是急性发病，往往有
厌油腻、恶心甚至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以及乏
力、黄疸等症状。有基础疾病、既往有饮酒
史的老年戊肝患者还易发展为重型肝炎。
戊肝疫苗可有效阻止戊肝发生。
其次，三伏天蚊虫活跃，是疟疾、登革热

等虫媒传染病的高发季节。登革热通过蚊
虫叮咬传播，临床上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
关节疼痛、出血等症状，严重的可危及生
命。另外，手足口病、水痘是夏季儿童高发
的传染病。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

染的一种传染病，患儿主要表现为发热、手
足口等部位出现丘疹和疱疹，大多数预后良
好。但一岁左右的患儿，病程中如果出现持
续性高热、精神萎靡、嗜睡、肢体抖动，甚至
四肢发冷的情况，需要及时就医，以免发展
为重症手足口病。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感染引起，儿童高发。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还可以潜藏在某些神经丛内，老年后
一旦免疫功能低下又容易引发带状疱疹。
苗静提醒市民，预防夏季传染病要注意

个人防护，饮食方面要生熟食物分开保存和
制作、不吃可能腐败的食物、不进食生水；生
活习惯方面应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洗手，以
减少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外出时避免在蚊
虫多的地方长时间停留，户外活动时应做好
防蚊措施。

免疫规划十四苗防十六病
易感人群可接种戊肝疫苗

在此次讲座中陈伟主任医师系统介绍
了主要传染病的发病机制、人体免疫系统的
构成、人类抵御传染病的历史和疫苗接种预
防传染病的强有力作用。陈伟说，疫苗是将
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

灭活或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用于预防传染
病的主动免疫制剂。疫苗既能保护受种者
个体免受病原体侵害，而且当人群接种率达
到足够高时（80%至90%），还可以形成免疫
屏障，阻止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我国自实
行计划免疫以来，取得了传染病防治的显著
成效，实现了脊灰、白喉的零病例报告，乙
脑、麻疹等病例报告下降了99%。2008年我
国进入扩大免疫规划时期，现已经发展到
“十四苗防十六病”。

对于夏季传染病的预防，陈伟建议，老
年人、育龄期妇女、畜牧养殖者、疫区旅行
者、餐饮业人员等以及感染戊型肝炎病毒后
病情较重的慢性肝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可以
接种戊型肝炎疫苗。陈伟特别强调，国家免
疫规划疫苗接种主要针对7岁以下儿童，但
疫苗并不是儿童专利，它覆盖从出生到年老
全生命周期，保护“一小”也关照“一老”。老
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且多伴有基础性疾病，
一旦发生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病情往往较
重。因此也鼓励老年人采用接种疫苗的方
式，提升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目前推荐老
年人接种的疫苗品种有流感、肺炎、带状疱
疹疫苗等，其中流感疫苗建议每年接种。
以下是市民和网友提出的部分问题：
问题一：接种疫苗后是不是就一定不得

传染病了？

陈伟：疫苗是控制和消除传染病最经济、有
效的手段，但不是打了疫苗就一定不患病。因
为每个人身体条件存在差异，少部分人可能会
由于自身免疫状态异常等原因导致疫苗免疫失
败。也有一部分人接种后产生了保护性抗体，
但后来抗体水平慢慢消减至保护水平以下，也
可能导致接种者受到传染病侵袭。但即使接种
疫苗后发病，相对于不接种疫苗者，其患病后通
常症状较轻，病程也较短。

问题二：天气炎热，经常没有食欲，能否给

一些养生建议提高免疫力？

苗静：夏季人体消耗大，适度养生能提高
免疫力，避免传染病发生。三伏天是一年中最
炎热、潮湿的时期，容易中暑生病。此时应顺
应阳盛于外的特点，适当养心阳、防心火、调脾
胃、固护阳气。高温高湿天气里可以适当吃西
瓜、桃等当季水果，但要避免过度食用冷饮冷
食；空调不要长时间开放，室内外温差不宜过
大，以免风寒湿侵袭；盛夏昼长夜短，可以晚睡
早起，有条件的还可午憩；适当做户外有氧运
动。天热没有食欲，可煮甘草绿豆水喝，也可
适当食用山楂类的酸食、藕、冬瓜等。日常可
以煮健脾祛湿的小茶饮：三四片生姜切丝，三
四枚大枣劈开，与适量赤小豆共同煮水代茶
饮，一周两次即可。

问题三：疫苗加强针是否都需要接种？

陈伟、苗静：疫苗是不是需要打加强针，应
根据免疫程序决定。部分疫苗品种可以通过检
测体内抗体水平，在医生指导下决定是否需要
打加强针。比如乙肝患者家属等乙肝高危人群
可以定期监测乙肝抗体，抗体水平明显下降可
按照医嘱注射加强针。

■相关链接

“健康大讲堂”第四场市级讲座将于7月24

日上午在北辰区宜兴埠镇文体中心举办，届时

将邀请市第三中心医院专家围绕肝功能、肝

炎、肝病等常见肝病问题展开讲座内容。市民

可以通过“津视融媒”观看直播，还可关注“天

津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观看线上直播和往

期讲座视频。

记者 赵津

慢阻肺已经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糖尿病被世
界卫生组织并称为“四大慢病”。如何提高公众知晓率，早
期发现、诊断和干预慢阻肺高危人群和患者？7月18日天
津电视台教育频道20：10播出的《百医百顺》将以“你知道
吗？我们正在寻找你——慢阻肺筛查三周年特别节目”为
主题，邀请市卫健委、市海河医院专家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
家魏文亮共同做客演播室，讨论如何让慢阻肺早期筛查更
好地被市民了解、参与，最终远离慢阻肺。 通讯员 刘瑾

南开视光论
坛暨南开大学视
光科学研究院新

质创研大会日前在南开大学成功举办。
从会上获悉，目前大量涉及多学科融合、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的科学研究已经
应用于青少年近视防控，使近视矫正更
精准，矫正效果预估更准确。
据南开大学视光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市眼科医院李丽华主任医师介绍，目
前延缓近视进展的防控手段包括框架眼
镜、角膜接触镜、药物治疗、视觉行为。
其中各种类型的框架眼镜仍是近视矫正
的主要手段。“人眼具有特异性，不同个
体的眼球结构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可能
是造成近视人群配戴近视防控镜片有效
性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建立
了一些包含多种视觉参数的眼模型，与
镜片模型结合，构建镜片—眼模型系统，
可以更好地分析近视患者视觉特点，更

精准地通过光学手段进行近视防控。”李
丽华说。
南开大学眼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雁团

队对角膜生物力学的研究已经应用于屈
光手术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评估。王雁表
示，生物力学与屈光手术息息相关，角膜
生物力学的改变是屈光手术安全与设计
的重要考量，对手术精确有很大帮助。
借助人工智能方法单纯评估角膜生物力
学特性可快速准确地诊断圆锥角膜等屈
光手术的禁忌证。
角膜塑形镜作为延缓近视的手段之

一逐渐普及，验配过程中，视光师通过经
验判断延缓近视的效果，容易受主观因素
的干扰。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叶青教
授团队设计了一种计算角膜塑形镜参数
和预测角膜塑形镜配戴一年后的眼轴长
度的机器学习模型，结果显示出较高的准
确性，实际应用中可以减轻视光师验配压
力，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通讯员 权贺

近日，市第一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外科重症医学

科等多部门开展了热射病患者救治应急演练。此次演

练模拟了一起因高温作业导致的热射病突发事件。图

为医护人员给予重症中暑的热射病患者进行生命体征

监测和器官功能评估，同时予以相应治疗。 摄影 李楠

夏季是人们享受各类海鲜的
好时节，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市
民，在享受海鲜美食的同时，也要
警惕副溶血性弧菌的食品安全隐

患。专家表示，副溶血性弧菌主要栖息在海水和海产品
中，夏季气温高、湿度大，副溶血性弧菌繁殖速度会加快，
增加了食物污染的风险。一旦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就可
能引发食物中毒。专家建议市民通过选择新鲜可靠的海
鲜、注意烹饪环境卫生、彻底煮熟和合理储存来预防副溶
血性弧菌的污染。
据介绍，副溶血性弧菌是一种常见的病原菌，属于弧

菌属，具有嗜盐性，主要栖息在海水中。这种细菌在抹布
和砧板上能生存1个月以上，在海水中可存活47天，存活
能力强大。由于它广泛存在于海水和海产品中，在每年
6月至10月海产品大量上市的时节，是引起食物中毒的
主要病原菌之一。当人们食用了被副溶血性弧菌污染的
海鲜或其他食品，如咸菜、熟肉、禽肉、禽蛋等后，可能会
引发食物中毒。中毒者通常会出现急性肠胃炎的主要症
状，如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严重的还可能出现发热、
寒战、脱水、血压下降，甚至休克。此外，由副溶血性弧菌
引起的食物中毒还有一个特征，即中毒者的粪便多呈水
样，且常混有黏液或脓血。
疾控专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预防副溶血性弧菌感

染，避免食物中毒发生：第一，购买海鲜时要选择新鲜、可
靠的来源。在购买时，可以观察海鲜的外观、气味和质
地，确保没有异味、变色或变质的迹象。同时，尽量选择
活海鲜或者经过冷冻处理的海鲜，以降低细菌污染的风
险。第二，生熟食品容器、加工用砧板和刀具应分开，避
免交叉污染。这有助于防止生鲜海产品及其盛放、处理
的器具污染其他食品。第三，保持厨房、用具清洁，处理
水产品前后应洗手，并在清洗过程中防止飞溅，以减少细
菌的传播和污染。第四，加工的水产品必须彻底煮熟，尽
量不吃生的或半生的水产品。副溶血性弧菌在56℃加
热5分钟以上或80℃加热1分钟以上可以被消灭。因
此，确保食物蒸熟煮透是预防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的关
键。第五，夏季室温下，从食物煮熟到食用最好别超过两
小时。剩菜应尽快放入冰箱，再次食用前要充分加热。

通讯员 范小晴 刘锐

崩豆、坚果、牛
肉干等零食的共同
特点是“硬”，吃“硬

质”食物时要警惕牙隐裂。牙隐裂就是牙齿硬组
织出现裂纹。当用力嚼食坚硬的食物或者被饭
菜中的沙粒、骨渣硌到时，突然感觉牙齿一阵酸
软疼痛，过后还出现了冷热刺激敏感、咬合咀嚼
不适等症状，严重的还会伴随冷热刺激疼痛、自
发性疼痛等牙髓炎症状。此时牙隐裂可能已经
偷偷找上门了，要及时找专业医生检查牙齿状
况、制定治疗计划和行为指导。
牙齿外层是坚硬致密的牙釉质和多孔质硬

的牙本质，中央是柔软的牙髓组织，也就是常说
的“牙神经”。当牙齿外层硬组织受到压力出
现裂纹时，外界的冷热刺激、细菌、唾液里的酸
碱成分等会透过裂纹传导至中央的“牙神经”，
引发一系列症状。如果隐裂纹没有裂到“牙神
经”，且没有出现不能缓解的冷热刺激痛或者
自发性疼痛，仅仅有一点冷热敏感，医生通常
会调磨牙齿高度，减小患牙承受的咬合力量，

并建议患者配合使用抗敏感和具有牙釉质修复功
效的牙膏，以缓解敏感症状。如果隐裂牙已经出
现牙髓炎症状了，就必须采取“根管治疗+全冠修
复”的二步法治疗。根管治疗是在牙面上钻孔、清
理因裂纹发炎的“牙神经”；全冠修复则是将牙齿
整体磨削后用冠修复体套在隐裂牙上，起到“箍
住”裂纹的作用，不让裂纹继续向深处发展，延长
隐裂牙使用寿命。在根管治疗过程中，医生会通
过显微镜、染色剂等方法从牙齿内部观察隐裂纹
的深度，如果裂纹过深、已经裂到牙根下方，这颗
牙就无法保留了。
防止牙隐裂，除了少吃坚硬的食物，进食时细嚼

慢咽、仔细分辨饭菜中的微小硬物以外，还要避免错
误的用牙方式，比如用牙撕咬硬塑料、开瓶盖等。此
外，夜磨牙也是牙隐裂的常见原因。夜磨牙时，牙齿
咬合力是正常咀嚼咬合力的数倍。如果发现家人有
夜磨牙的情况，也要及时就医，配戴咬合垫保护牙
齿。最后提示大家，一旦怀疑牙隐裂，尽快到医院就
诊，早发现、早控制、避免拔牙。
本文作者系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一科 张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