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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短波

近期，国内大范围雨雪寒潮模式“上线”。为

指导公众科学应对寒潮，提升自我防护意识，降

低寒潮天气可能造成的健康损害，国家疾控局发

布《寒潮公众健康防护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对不同重点人群提出防护建议，以最大限度保护

公众健康。

《指 南》指 出 ，根 据《冷 空 气 等 级》GB/T

20484-2017 的标准，寒潮指日最低气温 24 小时

内降温幅度大于或等于 8℃，或 48 小时内降温幅

度大于或等于 10℃，或 72 小时内降温幅度大于

或等于 12℃，而且使该地日最低气温下降到 4℃

或以下，48 小时、72 小时内降温的日最低气温连

续下降。

寒潮会给健康带来哪些风险？《指南》中提

到，气温下降可导致人体血管收缩，呼吸频率加

快。寒潮期间，寒冷天气易造成浅表皮肤损害而

形成冻疮，加重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患者的

疼痛。易诱发气道痉挛、呼吸系统免疫功能异

常，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支气管哮

喘急性发作、急性呼吸道感染等呼吸系统疾病。

易引发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如心绞痛、心肌梗死、

心律失常、急性心力衰竭、短暂性脑供血不足、脑

卒中等。同时还可能加重泌尿系统疾病和内分

泌系统疾病，如慢性肾病、糖尿病等。

按照《指南》规定，寒潮预警信号分四级，由

低到高分别是寒潮蓝色预警、寒潮黄色预警、寒

潮橙色预警和寒潮红色预警。

针对寒潮蓝色、黄色预警信号，《指南》中明

确通用的防护建议有做好房屋保暖检查及保暖

用品储备；关注病原体感染特别是经呼吸道传播

的病原体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室内保持适宜的

温度和湿度，适时通风换气；使用取暖设备时，避

免发生烫伤和煤气中毒等意外事故；出入温暖的

室内时，注意温度的缓冲不宜忽冷忽热；外出时

避免意外伤害及事故发生；避免进行剧烈的户外

体力活动等。

针对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指南》明确这两

种信号下均不宜长时间户外逗留，要加强头部和

胸腹部的保暖。

面对寒潮天气，《指南》中建议的重点防护人

群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为敏感人群，如婴幼儿、儿

童、孕妇、老年人等；第二类为有慢性基础性疾病

的人群，如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

人群；第三类为户外作业人员，如交警、环卫工

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

当出现寒潮预警时，《指南》建议，老年人不

宜长时间外出，外出时宜有人陪伴，应选择一天

中较暖的时间段，避开早晚温度较低的时段，并

注意防寒保暖，特别是头部和胸腹部。户外体力

活动时及时补充水分，注意防滑防跌倒。这种情

况下，老年人不宜开展户外活动或在室外停留坐

卧。使用手杖、轮椅等助行器的老年人要注意设

备的防滑；独居老人注意与家人、朋友或社区工

作人员保持联系。 （来源：《北京青年报》）

国家疾控局
发布《寒潮公众健康防护指南》 近日，50 多岁的李先生发现自己视物有重

影，经过检查发现，这是由于糖尿病引起的动眼

神经损害，导致眼外肌麻痹，从而影响了视物。

糖尿病人遇上神经病变，是常见之事。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最常见的症状是远端对称性的肢体疼痛或

麻木不适，可能导致患者情绪和心理问题，影

响患者生活质量。此外还可能表现为单神经

病变，主要累及脑神经，以动眼神经、展神经多

见，导致眼球运动异常，出现视物重影等症状，

而这部分症状往往会被患者误认为是眼部疾

病。

专家介绍，神经周围组织需要通过神经进

行血液循环，完成机体代谢。血糖控制不佳，会

导致神经鞘膜代谢异常，造成血管损伤、神经生

长因子缺乏等问题，从而出现神经水肿、神经压

迫，引起神经性疼痛。这种神经疼痛多出现在

下肢远端。随着病情发展，可能造成截肢的严

重后果，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大家常说的“糖尿病

足”。

对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痛的患者，神经内科

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包括营养神经、改善疼痛

症状、改善微循环、抗氧化应激、改善代谢紊乱

等的药物。不过，所有治疗的前提是血糖必须

得到良好的控制，否则其他后续治疗的效果都

会大打折扣。

因此，专家提醒，糖尿病患者出现视物重影

等症状时，应首先考虑血糖控制问题，及时就

医，避免病情恶化。同时，糖尿病患者应定期检

查血糖，做好日常血糖控制工作，预防糖尿病周

围神经病变的发生。

□本报记者 黄盈盈/辑

出现视物重影查查血糖

冬季是流感高发期，专家提醒，感冒药不能

与这些药物同服，否则可导致不可逆的肝损伤。

感冒药+对乙酰氨基酚。常用的复方感冒

药中，90%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比如孩子用

的氨酚烷胺颗粒、氨酚黄那敏颗粒、氨酚麻美糖

浆、酚麻美敏混悬液，以及成人用的日夜百服

咛、白加黑感冒片等。如果两两剂量叠加，会导

致对乙酰氨基酚过量。

感冒药+布洛芬。虽然这种情况看上去不

会造成对乙酰氨基酚服用过量，但是等同于布

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两种退烧药同时服用，不

推荐发烧时同时服用。

感冒药+感冒药。大多数复方感冒药的成

分都很相似，主要分为以下几类：解热镇痛药有

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阿司匹林；缓解鼻塞药

主要是伪麻黄碱、血管收缩剂；镇咳止咳药如右

美沙芬；抗组胺药物有马来酸氯苯那敏、氯雷他

定。不同的复方感冒药大多含有以上一种或几

种成分。如果同时吃两三种感冒药，就会造成

药物成分重叠、过量。

感冒药+抗生素。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引

起的，没有明确是细菌感染之前，不能私自服用

抗生素。

□本报记者 黄盈盈/辑

这些药不能与感冒药同服

本报讯（记者张金贵）近日，在 2023 年心血

管健康大会上，泉州市第一医院被国家胸痛中心

专家委员会授予“心电一张网·心电诊断中心建

设单位”。

“心电一张网”建设涵盖了心电信息化采集

设备、区域心电网络、远程诊断监测平台、人工智

能监测分析系统及卫健委区域质控平台。该项

目打通了上下级医院、卫健委等机构的数据互联

互通，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提升区域医

疗综合能力。

泉州市第一医院
被授予国家“心电一张网·心电诊断中心建设单位”

本报讯（记者张金贵）近日，福建省立医院郑

晓春教授名医工作室团队到晋江市医院（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指导麻醉学科工作。

据悉，2023 年 6 月 3 日，“郑晓春教授名医工

作室”落户晋江市医院。自该工作室成立以来，福

建省立医院与晋江市医院在麻醉学科方面开展深

入交流，并建立起了“一对一”导师制定向帮扶培

养模式，充分发挥名医领军效应和帮带培养人才

作用，为该院麻醉学科人才培养及储备做出了贡

献。

福建省立医院郑晓春教授名医工作室团队
到晋江市医院指导麻醉学科工作

寒潮期间寒潮期间，，不宜长时间户外逗留不宜长时间户外逗留，，要加强头部和胸腹部的保暖要加强头部和胸腹部的保暖。（。（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