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逢秋季，特别是入学后一两周，校园内学生聚集，往往是“红眼病”流行的高发季。

“红眼病”（医学名称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急性病毒性眼病。

该病主要由肠病毒70型（EV70）或柯萨奇病毒A24型病毒变异株（CA24v）引起，腺病毒11型也可引

起。人群普遍易感，各年龄组均可感染发病。康复后，仍可以被不同病原体感染而再次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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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刊登预告：

《健康教育》将在下期7版，刊登中国公民“健康素
养”66条第38条解读——“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
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敬请关注。

健康科普

禁烟控烟 健康你我

众所周知，吸烟危害健康。健康通常是人们戒烟的第一个

理由。吸烟会引起多种疾病。三十五岁以上，用避孕药并吸烟

的妇女，有很高的机率会得心脏病、中风和腿上血块凝结等疾

病，也比较容易小产，或生出来的婴儿畸形。戒烟对各年龄阶

层的吸烟者都有益处。而且不只对健康的人，对已经患有与吸

烟相关疾病的人也有益处。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吸烟对脑部、喉部、心脏的危害

主要有：

对脑部的危害。吸烟会引致多种脑部疾病，会减低循环至

脑部的氧气及血液，引致脑部血管出血及闭塞，而导致麻痹、智

力衰退及中风。中风原因是吸烟导致脑部血管痉挛，使血液比

较容易凝结。吸烟者中风机率较非吸烟人士高出两倍。

对喉部的危害。吸烟可导致喉癌。喉癌患者以男性居多。

对心脏及血管的危害。吸烟会使脂肪积聚、血管闭塞，令

吸烟者容易患冠状动脉心脏病。因吸烟而导致的心脏病死亡

率占全部的 25%。50岁以上吸烟人士的患病率提高 2倍。50
岁以下吸烟人士的患病率提高9至14倍。吸烟令血管收缩，减

慢血液及氧份循环，最终导致血管壁变厚，诱发冠心病及中

风。吸烟会令手脚血液流通完全受阻，以致截肢。 （晓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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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肝硬化是临床比较常见的慢性、进行性肝病，如果

患者不积极进行治疗，可能会出现门静脉高压及脾脏功

能亢进等并发症。”近日，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肝胆外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荣梁做客《名医直播室》，为网友

带来肝硬化并发症及其治疗健康科普。

刘荣梁介绍，肝炎后肝硬化是指由于各种病因引起

的肝脏慢性、进行性、弥漫性病变，其中，乙肝、丙肝等病

毒性肝炎是导致肝硬化最普遍的原因。

随着肝硬化病程进展，患者就诊时往往已发展为肝

功能失代偿期，同时伴有相应的并发症，如门静脉高压

及脾脏功能亢进等，临床上常表现为上消化道出血，呕

血或排黑便，腹胀不适，牙龈、鼻出血等。

“我们常听说‘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如果查

出肝硬化，是不是就很危险了？”刘荣梁介绍，其实，通过

适当的治疗和改变生活方式，肝硬化病情是可以得到有

效控制的。在日常生活中，肝硬化病人特别需要增加优

质蛋白质的摄入量，鸡蛋、海产品、家禽、坚果等都是不

错的选择。同时，在用药方面，肝硬化病人对药物的选

择要格外慎重，因为任何药物进入体内都要经过肝脏解

毒，所以一定要遵医嘱。肝硬化病人还要保持适当的运

动、规律的作息、情绪的稳定，这些都有助于保护肝脏。

刘荣梁特别提醒，如果出现门静脉高压等严重肝硬

化并发症，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此次直播节目持续近 1 个小时。其间，赣州市第

五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符春辉全程为网友进

行线上答疑和网

络问诊。

（见习记者赵
芳 通讯员何萃）

日常生活中，应少饮酒，不酗酒，戒酒需要医学专

业指导。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和水，几乎不含有营养

成分。经常过量饮酒，会使食欲下降，食物摄入量减

少，从而导致多种营养素缺乏、急慢性酒精中毒、酒精

性脂肪肝等，严重时还会造成酒精性肝硬化。过量饮

酒还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中风）等疾病的风险，

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危害个人健康

和社会安全。

建议成年男性一天饮用酒的酒精量不超过 25
克，成年女性不超过15克。禁止孕妇和儿童、青少年

饮酒。如果饮酒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无法克制对酒

的渴望，不喝酒会出现身体、心理上的不舒服，甚至出

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这时就需要去精神科接受相

应治疗。 （小方）

警惕肝硬化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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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瘦”要警惕肌少症

在人们的印象中，肥胖往往与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

等密切相连，是老年人的公敌，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千

金难买老来瘦”。殊不知，老年病中就有一种以“瘦”为主

要特点的疾病，称为肌少症，主要表现为肌肉量减少，肌

肉功能下降。

其实，人体中的肌肉量在 25至 30岁达到峰值后，就

开始逐渐下降了。40至 70岁，每 10年肌肉量减少 8%；

70岁以后，每10年肌肉量减少15%。这些都是正常的衰

老进程，然而，如果肌肉量以及肌力下降的速度超过了正

常范围，导致老年人出现体重下降、全身乏力、走路变慢，

甚至经常出现不明原因的跌倒等症状时，就要警惕肌少

症的可能。

肌少症如何治疗

肌少症应该从病因的角度去治疗，如果老年人有慢

性消耗性疾病，比如慢性心肺疾病、肿瘤、炎症等，首先要

治疗这些原发性疾病；对于营养摄入不足或锻炼减少引

起的肌少症，也要进行针对性治疗，包括三大部分：营养、

锻炼、药物。

药物治疗，比如服用生长激素、雄激素，理论上可以促

进肌肉的合成、增加肌肉含量，但长期服用药物的安全性缺

少充足证据，因此药物治疗在三个部分中，是放在后位的。

总的来说，对于老年人而言，肌少症的预防大于治

疗，保证营养充足和适量运动可以很好地防治肌少症。

（健中）

“千金难买老来瘦”？

瘦并不一定代表健康

“红眼病”的感染途径及症状

“红眼病”全年均可发病，多见于夏秋季，传染

性极强，传播速度快，特别是在家庭内、托幼机构、

学校、工厂企业等集体单位易发生聚集性传染。

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感染：

1. 急性患者是主要传染源，是通过接触被患

者眼部分泌物污染的手、物品或水等而发病，部分

患者的咽部或粪便中也可存在病毒。

2. 直接接触病人眼睛或上呼吸道的分泌物。

3. 与患者握手、拥抱等身体上的接触。

4. 接触患者的生活用具如毛巾、穿过的衣服、

脸盆患者摸过的东西，如门把手、公共汽车扶手、

各种工具等。

5. 接触被污染的水，如池塘水、游泳池水等。

6. 接触患者用过的眼药水等。

所以，只是看一眼并不会感染“红眼病”。

“红眼病”的症状主要有：眼红、刺痛、异物感，

或伴有畏光、流泪，会有较多分泌物，病情较重者

甚至伴有体温升高、身体不适等全身症状。

得了“红眼病”怎么办

1. 及时就诊

发现眼红时，应尽快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

在治疗期间，若发现视力出现下降，应及时复诊，

以免耽误治疗。

遵医嘱用药及休息，避免烟雾和强光刺激眼

睛；眼部不要化妆，不戴隐形眼镜。

2. 饮食要清淡

饮食宜清淡，营养均衡，避免吃煎炸、辛辣等刺激性食

物，避免烟酒刺激。

3. 药物要专人专用

眼药水、眼膏必须专用，不要与他人共用。

一侧眼睛患病时，注意防止另一侧眼睛感染：点眼药

水时头偏向患侧，避免眼药水和眼部分泌物流入健康的眼

睛。有眼药水或分泌物流出时，用消毒棉签或一次性消毒

纸巾拭去。

4. 避免传染给他人

“红眼病”患者不与他人共同使用洗漱用品，如毛巾、

面盆。

使用过的毛巾、洗面等用具消毒，注意个人卫生，保持

双手清洁。

避免与他人握手。

暂不使用一些公共设施（如公共泳池、蒸汽房等）。

“红眼病”如何预防

加强对重点人群（工厂、学校和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

的健康宣教工作，促进养成勤洗手、不揉眼、毛巾和脸盆单

人单用的个人爱眼卫生习惯，有病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

诊等。

校园篇：
一、日常管理

1. 托幼机构及学校应开展晨检制度，晨检中发现有异

样状况或疑似病例者应及时处理。

2. 培养学生养成勤洗手、不揉眼、毛巾和脸盆单人单

用的个人爱眼卫生习惯。

3. 对教职工要落实健康巡查制度，一旦发现病例，应

立即调离工作岗位，居家治疗休息。

4. 定期对学习生活环境内的公共物品进行清洁和消

毒，对于不适宜用消毒剂消毒的物品可在阳光下暴晒。

二、发生病例时

1. 在校期间如出现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症状时，应

立即报告校医，并暂停集体活动，避免与他人接触，如

症状较重应及时就医，并遵医嘱用药及休息。

2. 经确诊为“红眼病”的患者，隔离期不得少于 7
天，以主要症状消失为解除隔离的判定条件。

三、发生聚集性疫情时

1. 学校或托幼机构如果发生聚集性疫情，应及时

上报辖区疾控中心，要求病例居家或宿舍隔离。

2. 同时要做好环境卫生清洁工作，注意保持教室

和宿舍良好通风，加强清扫和消毒工作，每日擦拭消毒

门把手、楼梯扶手、桌面等。

3. 特别是要做好校内公共场所、公用物品、车辆

和生产用具等重点环节的消毒工作。

工厂、企业篇：
1. 要落实健康巡查制度，一旦发现病例，应立即

调离工作岗位，居家治疗休息。

2. 同时做好环境卫生清洁工作，特别做好公共场

所、公用物品、车辆和生产用具等重点环节的消毒工作。

家庭篇：
1. 勤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有助于减少病毒滋生。

2. 保持居家清洁。

3. 如果家庭中有人感染了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应

做好隔离措施，做好患者使用或接触的物品的清洁消毒

工作。

个人篇：
1. 在家要养成勤洗手、勤剪指甲的好习惯，避免

用手揉擦眼睛，饭前饭后要用流动水和洗手液洗手。

2. 不与家人共用毛巾、脸盆、枕头、眼药水、眼镜

等物品。

3. 经常清洗枕套、床单和毛巾等生活用品。

4. 如眼睛出现不适症状，不去游泳池、公共浴室

等公共场所，并尽量不与家人接触。

医生提醒，如不幸感染，请务必及时前往医院就

诊，规范治疗。 （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