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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铁快运第8次服务“双11”。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市场需求，投放充

足运力，每日安排高铁载客动车组1350列以上，充分利用每日清晨开行的40列

无乘客的“高铁确认车”装运快件。同时，开行260列加挂行李车的普速列车，在

京广、京沪等干线铁路开行4对8列特快货物班列，实现了“高普结合”资源优化

配置。 本报记者 曹彤 通讯员 牛贝贝摄

中铁快运
服务“双11”

本报讯（记者刘波）进入冬季，由
于天气寒冷以及运动明显减少，导致
人体免疫力降低，一些病毒性皮肤病
就随之而来，带状疱疹更是进入高发
期。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齐蔓莉提
示，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免疫力
下降，是带状疱疹发病的主要群体。
特别是伴有糖尿病、慢阻肺和心脑血
管疾病的患者，带状疱疹患病的概率
会显著增加，在冬季降温时节要更加
关注带状疱疹。

民间有句俗语“蛇缠腰，痛得
叫”，什么是蛇缠腰？其实就是我们
医学上所说的带状疱疹。带状疱疹
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感
染性皮肤病。该病毒有非常高的自
然感染率。当我们还是幼儿时就有
了第一次较量，初次感染这种病毒诱
发的疾病就是水痘，表现为发热、倦
怠，皮肤黏膜起水疱伴有瘙痒、烧灼
感或疼痛。但有少部分人没有这样
的病史，病毒悄无声息地潜入体内，
并未引起明显症状（称为隐性感
染）。事实上，全世界50岁以上人群
中约99%都曾经感染过这种病毒，感

染后病毒会潜伏于脊髓后根神经节
或颅内神经节内，这种潜伏是长期
的、隐忍的，但一旦机体受到某种刺
激，如创伤、疲劳、恶性肿瘤或病后虚
弱等，导致免疫力低下，潜伏的水
痘-带状疱疹病毒如同收到指令一
样，被迅速激活，沿感觉神经索移动
到该神经支配的皮肤区域大量复制，
产生红斑和集簇性的水疱，侵入神经
发生炎症、坏死，产生神经痛。

带状疱疹的疼痛形式多种多样，
如烧灼样、电击样、刀割样、针刺样或
撕裂样，还可能多种性质的疼痛并
存。疼痛分级用0到10来表达，0分
为不痛，影响患者睡眠属于中度以上
疼痛，10分是极重度的疼痛。带状疱
疹性神经痛有个体差异，有轻有重，多
为中度和重度，少部分轻度，但剧烈时
也可以出现10级的疼痛，即类似于妇
女分娩导致的剧烈疼痛，其可怕程度
可见一斑。

得了带状疱疹后9%-34%患者
会发生疱疹后神经痛，60岁及以上
的患者约65%会发生疱疹后神经痛，
并在重症患者中持续数年之久，让

人痛苦不堪。中老年人是带状疱疹
发病的主要群体，怀疑得了带状疱
疹一定要在72小时内去正规医院皮
肤科就诊，早期治疗有利于皮疹愈
合、减轻神经痛，降低出现后遗症的
风险。

尽早接种带状疱疹疫苗是最有效
的预防手段，目前国家已经把重组带
状疱疹疫苗、流感疫苗、23价肺炎疫
苗作为建议中老年群体接种的最主要
的三种疫苗。总共注射2剂，间隔2-
6个月。完成接种后能为50岁及以上
人群提供90%以上的保护效力。

此外，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
很重要。老年人应坚持适当的户外
活动或参加适合的体育运动，体质提
高了，机体防御疾病的能力也会提
高。同时预防各种疾病的感染，口
腔、鼻腔的炎症应积极给予治疗。外
伤容易降低机体的抗病能力，老年朋
友应注意避免外伤的发生，并且远离
毒性物质，以防伤害皮肤。饮食上要
合理营养，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鱼、
蛋、瘦肉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及新
鲜的瓜果蔬菜。

冬季，中老年人要警惕带状疱疹

本报讯（记者狄慧）随着生活水
平提高，肥胖儿童不断增加，儿童糖
尿病患者也多了起来。市儿童医院
营养科医生提醒，饮食和运动是糖尿
病治疗的两大基石，只有这两大基石
牢固了，药物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实施有效的营养治疗可以有效优化
血糖控制。

碳水化合物是影响血糖的决定性
因素，不仅要对“量”进行控制，更要注
重碳水化合物的“质”。碳水化合物按

结构可分为单糖（主要为葡萄糖、果
糖）、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和多
糖（如淀粉、膳食纤维等）。多糖的消
化时间更长，血糖上升缓慢，应作为碳
水化合物的主要组成部分，食物来源
有谷类、薯类、根茎类蔬菜和豆类等。
蔗糖吸收迅速，易导致血糖迅速升高，
应加以限制。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碳水
化合物的消化与吸收，改善糖脂代谢，
因此建议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食
物，如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蔬菜、全

谷物食物等。蛋白质是儿童期生长发
育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优质蛋白供
给应占总蛋白摄入的1/3到1/2，包括
鱼肉、瘦肉和奶制品在内的动物蛋白
和大豆植物蛋白。

此外，当确诊为儿童糖尿病后，家
长需每天记录孩子的血糖、进餐种类
及数量、进餐时间，同时应记录使用胰
岛素的种类、剂量、用药时间，以及运
动的时间、强度等其他影响血糖水平
的因素，供医生参考。

儿童患糖尿病 重在营养治疗

本报讯（记者王绍芳）记者从市发改委
获悉，今起本市调整成品油价格，家用轿车
使用较多的92号汽油每升降0.28元。今
后加满一箱油约省14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
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决定自2023年11月22日零时起下调
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
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34元，下
调0.25元；92号汽油7.91元，下调0.28元；
95号汽油8.36元，下调0.29元；0号柴油
7.59元，下调0.28元。

本市调整成品油价格
92号汽油每升降0.28元

本报讯（记者胡智伟）气温骤降，人们
驾车出行时会开启暖风御寒。交警和平支
队贵州路大队副大队长夏庆祥提示，冬季
使用暖风有讲究，不当操作不仅伤车还会
埋下交通安全隐患。

发动机水温上升后再开暖风
冬季车内温度较低，部分车主一上车

就习惯性地打开暖风，这样操作其实毁车
又耗油。车辆刚启动时发动机水温较低，
即使打开暖风，出风口吹出来的也是冷风，
不能马上使车内气温上升，延迟了热车时
间。这样不仅会增加油耗，甚至还会损坏
发动机。正确做法是待发动机启动2至3
分钟后，水温表指针指到仪表中间时，再开
启暖风。

开暖风时关闭AC键
一些车主在开启暖风时会同时打开

AC键，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如果是手动
空调，建议将AC键关闭。AC键的主要作
用是将压缩机开启，但开暖风并不需要开
启压缩机，暖风是靠预热来达到制暖效果
的，将AC键关闭可避免压缩机频繁启动。

长时间开暖风选择外循环
冬季驾车时，部分车主还会在开暖风

的同时紧闭车窗，并开启内循环模式，这样
操作其实很危险。暖风和内循环同时开启
易致二氧化碳过量从而使人缺氧。驾车
中，特别是跑高速或长途时，一定要及时调
节外循环模式，或将车窗开一条小缝。

调节风向不要“怼”脸吹
暖风直吹面部易引起驾驶人的睡意，

影响行车安全。行车中，最好将出风口对
着脚和挡风玻璃吹，这样既不会犯困，也
会感觉暖和，还可避免车窗起雾影响行车
视线。

不要停车开暖风睡觉
停车等人或休息时，开暖风且紧闭车

窗是非常危险的，这样极易引起一氧化碳
中毒，特别是在车内睡觉。长时间停车时
最好灭车，即使要保持暖风吹送，也要打开
车窗保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在车内睡觉。

合理设定车内的温度
人体感到最舒服的温度是 20℃至

25℃。超过 28℃，人就会觉得燥热，低
于 14℃就会感到冷。车内温度最好控
制在18℃至25℃间。此外，还要考虑车
外温度，车内外温度差在 10℃以内为
宜。温度过高，车内外温差过大，下车
容易感冒。

气温骤降
车内开暖风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