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 刘地委 编审 黄鸿飞 电话4396876 E-mail：xccbgx@163.com健康许昌 15

本报讯（记者 刘地委）炎炎夏日，
坐 在 室 内 吹 空 调 无 疑 是 一 件 惬 意 的
事。许昌市中心医院耳鼻喉专家曹银
生提醒，吹空调应适度，不要贪凉。夏
季过度吹空调，易患过敏性鼻炎。过度
吹空调，会出现鼻塞鼻痒、老打喷嚏、鼻
涕不断、头昏脑涨等症状。这些症状很
可能是患上过敏性鼻炎的先兆。

半个月前，市民朱先生开始流清水
鼻涕，接连打喷嚏，伴有咳嗽、鼻塞等症
状，有时还头痛。吃了 10 多天感冒药不
见效，朱先生只好去医院检查，被告知，
他患的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

“近来天气热，我每天除了上下班外，
都在空调房内，外出时戴着口罩，没有接
触花粉、粉尘等的机会，怎么会患上过敏

性鼻炎呢？”朱先生很不解地问。
曹银生介绍，区分感冒与过敏性鼻

炎并不难。鼻痒、连续打喷嚏、流清涕
和鼻塞是过敏性鼻炎的四大症状，多在
早晨发作。起床后，首先是鼻内瘙痒，
其次是打喷嚏，再次是流鼻涕，最后是
鼻塞。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眼痒、流泪等
症状。感冒会并发一些全身症状，如头
晕、头疼、全身无力、肌肉酸痛等，而过
敏性鼻炎则不会。

人们普遍认为，过敏性鼻炎在春、
秋季节比较多发。但是现在，由于空调
的普及，夏季也有不少人患上过敏性鼻
炎。夏季长时间使用空调，而不及时通
风，房间里的空气不流通，过敏因素大
量积蓄，容易引发过敏性疾病。空调吹

出的风可能使过滤网上的灰尘和其他
室内过敏原搅动起来，人吸入后会引起
过敏性鼻炎。

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关键是避免与
过敏因素接触。夏季，空调的温度不要
调得太低，建议设置在 26℃左右。过滤
网 每 个 月 至 少 清 洗 一 次 ，定 时 开 窗 透
气。地毯和各种棉织品定期清洗并拿
到阳光下晾晒，清除螨虫等。过敏性鼻
炎 患 者 还 应 尽 量 避 免 和 宠 物 亲 密 接
触。适当进行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睡
眠，提高免疫力。

一旦患上过敏性鼻炎，就需要积极
预防。因为过敏性鼻炎不仅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还会诱发多种并发症，如哮
喘、过敏性支气管炎等。

过敏性鼻炎偏爱“空调一族”

夏天，很多爱美的女性爱穿露脚
趾 的 凉 鞋 ，有 的 女 性 却 不 敢 露 出 脚
趾。原来，她们患有拇外翻。骨科专家
指出，拇外翻不但影响美观，而且导
致走路不稳、行动敏捷性降低等。这
种疾病还是腰、膝、颈等退行性病变
的元凶之一。

许昌市中心医院骨科专家张建
军介绍，正常情况下，大脚趾应该与
其他脚趾并列向前。但有些人的大脚
趾会向小脚趾方向偏斜，甚至与第二
趾交叉、重叠。这种问题在医学上被
称为拇外翻（又称大脚骨）。拇外翻是
一种复杂的涉及多种病理变化的前
足畸形，外翻角度通常大于 15 度，且
常常伴有扁平足。这是临床上的常见
足病，国内发病率为 5%至 10%。其中，
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而且多发于中
老年妇女。

造成拇外翻的原因尚未明确，一
般认为其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遗传因
素，在青少年患者中多见；不良穿鞋习
惯，多与穿高跟鞋、尖头鞋有关；先天
性足部结构异常，如扁平足、拇趾旋
前、肌肉张力不平衡等；年龄因素，年
龄增加易诱发拇外翻。此外，风湿性疾
病、神经肌肉性病变、第一跖骨内翻、
创伤等也可导致拇外翻。

经常穿高跟鞋或大脚趾长、第二
脚趾短的人更容易发生拇外翻。张建
军说，正常走路时，人的脚后跟、大脚
趾跟部、小脚趾跟部三点匀称出力。
可是，穿上高跟鞋后，体重转移到前
脚掌。踝关节、膝盖、脊柱为了支持体
重，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劳
损，也就造成了拇外翻。

“试想，走路时两个脚趾总在摩
擦，会怎么样？轻则磨破皮、流血，重
则导致足部变形。”张建军提醒，拇外
翻的危害还有脚趾受力不均会使足
弓下陷，脚的蹬踏力和抓地力减弱，
很容易因走路不稳摔倒；足部关节变
形会引起腿部胫骨内旋，不但诱发膝
关节疼痛，还会波及腰部、颈部关节，
出现腰痛、颈痛等一系列症状。

张建军提醒，拇外翻从孩童时期就
要预防，除了保持正确的走路姿势外，
还要少穿皮鞋。女性应少穿高跟鞋、尖
头皮鞋，尤其是 6 厘米以上的。上班族
女性可在办公室准备一双舒服、柔软
的平底鞋，以减少穿高跟鞋的时间，回
家后多赤脚走路。

如果已经发展到 20 度以上，应及
时对症治疗。可采用运动疗法，用脚
趾抓物品、扯橡皮筋，可用一根粗橡
皮筋拴住两只脚的大脚趾，然后向两
侧拉伸；效果不佳的，可敷药或进行
理疗，可穿分脚趾的鞋袜等进行辅助
矫正；若大脚趾翻转超过 40 度，严重
影响足的机能，可考虑手术矫正。

爱穿高跟鞋爱穿高跟鞋
小心患上拇外翻小心患上拇外翻

■记者 刘地委

7月16日是入伏第一天，很多预约三伏贴的市民在
许昌市中心医院南区医院通过贴敷三伏贴调理身体。
据了解，冬病夏治医治效果最为理想的是呼吸系统、风
湿免疫系统、消化系统、妇科疾病等。今年，该院三伏贴
贴敷时间为7月16日至7月25日（初伏贴）、7月26日至
8月4日（中伏贴）、8月5日至8月14日（中伏加强贴）、8
月15日至8月24日（末伏贴）。 记者刘地委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押晓红 文/图）“一定要增强安全
防范意识，合法合规组织生产。
同时，我们会全程跟踪指导，助推
企业健康发展。”7 月 15 日，在许
昌茂瑞科技有限公司，市市场监
管局医疗器械监管科科长田黎民
进行现场核查时对该企业负责人
说。

7 月 15 日、16 日，受河南省市
场监管局委托，市市场监管局对
许昌茂瑞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生产
定制式固定式义齿、河南奥因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申请生产医用口

罩项目进行现场核查及技术指导
（如图）。

每到一家企业，核查组都认
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对公司情况
及发展规划的介绍，根据《医疗
器 械 生 产 质 量 管 理 规 范》的 要
求，对企业的生产条件、设施设
备、产品质量控制、生产管理等
进行全面检查。同时，核查组坚
持监督与服务并举的原则，从生
产车间环境、设备安装调试、原
料采购贮存到质量检验等，对企
业提出的疑问和技术困难，现场
进行详细解答和指导，并要求企

业限期整改。
“真心感谢市市场监管局的

同志，帮助我们新开办企业解决
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我们一定积极整改，争取早日投
产。”河南奥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负责人满怀感激地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监
督与服务并举的原则，进一步转
变工作职能，大力开展服务企业
工作，引导我市医疗器械相关企
业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
经营，确保群众用械安全。”田黎
民告诉记者。

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

服务与监管并重服务与监管并重 做好医疗器械监管工作做好医疗器械监管工作

7 月 16 日是入伏第一天。俗语说：
“热在三伏，养生也在三伏。”中医专家
提醒，三伏养生须重视清热解暑，注意
午休，适量运动，多补水。

清热解暑是重中之重
三 伏 处 在 小 暑 和 立 秋 之 间 ，是 初

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为一年中最热
的时段。许昌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
堂中医专家李梦阳认为，三伏养生的重
点在于清热解暑。

随着气温不断攀高，暑气逼人，人
稍劳作或运动，就会大量出汗，产生强
烈的口渴感。另外，三伏是一年中人体
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旺盛的阳气除
了容易给人带来不适之外，还会导致火
气上升，出现心情焦躁、行为冲动、失眠
等症状。因此，清热解暑便成为三伏养
生的重中之重。

西瓜是夏季很好的解暑良品，但也

有禁忌。西瓜是生冷之品，较为寒凉。
体质虚弱者、月经过多者、年老体迈者
及慢性胃炎患者，不宜多食。同时，西
瓜 含 有 较 多 糖 分 ，糖 尿 病 患 者 不 宜 多
食。

午休很重要
“ 夏 天 人 们 最 好 晚 上 10 时 左 右 睡

觉，早上 7 时左右起床，然后适当地做些
运动，以适应三伏阳气旺盛的趋势。”李
梦阳说，下午 1 时到 3 时的气温最高，此
时应注意午休。

午睡时间因人而异，一般以半个小
时到 1 个小时为宜。时间过长，人会觉
得没有精神。睡觉时不要贪凉，避免在
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而生病。

从冰箱内拿出的食品别急着吃
由于天热，很多人爱吃刚从冰箱中

取出来的水果等。有些人特别是肠胃
功能较弱的儿童，吃后易剧烈腹痛，严
重的还会出现恶心、呕吐、头晕、腹泻等
症状。

李梦阳指出，人的胃肠温度一般在
36℃左右，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
只有 2℃至 8℃。肠胃受到强烈的低温
刺激后，会导致生理功能失调。最好将
其在常温下放置 20分钟后再食用。

多喝粥，是三伏饮食养生的重要方
法。这样既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又
能补养身体。为补充充足的维生素，人
们需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西瓜、甜
瓜、桃等新鲜果蔬。此外，适量补充蛋
白质也很有必要，鱼、蛋、奶、瘦肉等都
是优质蛋白。

运动时补水很关键
所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指在

大寒大暑天锻炼身体，可提高人体适应
不同环境的能力。李梦阳提示，高温天
气，适量运动有助于调节湿热，加快新
陈代谢，但要控制“度”。早晨和晚上七
八时很适合做户外运动，如散步、游泳、
打太极拳等。而且，运动时需要及时补
充水分。

清热解暑 注意午休 适量运动

热在三伏 养生也在三伏
■记者 刘地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