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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狄慧）寒冷天气下，
市中研附院皮肤科荨麻疹患者不断
增加，皮肤科医生询问病史发现，许
多患者并没有明确的食入或吸入性
诱因。皮肤科主任医师聂振华介绍，
在寒冷的冬季，皮肤一遇冷就会出现
成团的疹子，这就是寒冷性荨麻疹，
是物理性荨麻疹中常见的一种荨麻
疹。全身或局部的寒冷刺激导致神
经的敏感性增高，皮肤从而出现了风
团瘙痒。

荨麻疹是一种表现为风团和或
血管性水肿的异质性疾病，根据病程
长短可分为急性和慢性荨麻疹两大
类，急性荨麻疹和慢性荨麻疹的分割
线通常为 6周，表现多为瘙痒性风
团，成批出现，大小不一，1～3小时消
退，一般不会超过24小时，消退后不
留痕迹。临床上还有一种为诱导性
荨麻疹，常见的如接触性荨麻疹、寒
冷性荨麻疹、高热性荨麻疹及日光性
荨麻疹等，其有特殊诱因，去除诱因
后，风疹团可消失。

为什么冬季易得荨麻疹？
因为冬季气温下降，空气干燥，细

菌、真菌在自然界的繁殖减少，但呼吸
道病毒感染并未减少，所以由病毒诱
发或加重的荨麻疹仍在频繁发生。其
次现在正值冬季，气温较低，室内外温
差较大，每当由寒冷的室外突然进入
到温暖的室内或解衣入睡时，肌肤便
可能立即出现片状的红疙瘩，并伴有
严重的瘙痒症状，搔抓会使其连成片，
最后导致荨麻疹症状加重。再有就是
一定的家族遗传性，在寒冷性荨麻疹
中，“家族性寒冷性荨麻疹”为染色体
显性遗传病，具有家族史，自婴儿期便
开始发病，常持续终生。

如何分辨寒冷性荨麻疹？
寒冷性荨麻疹患者接触冷水或其

他冰冷物质后，受冷区会出现瘙痒性
水肿和风团，约半小时至一小时左右
可消失。寒冷性荨麻疹多发于露出部
位如颜面和手部，严重者，其他部位亦

可受累。口、舌、咽部等黏膜部遇冷食
物或冷饮亦可发生水肿，甚至腹痛。

怎样避免寒冷性荨麻疹？
避免与寒冷接触。在冬天应该注

意保暖，适时添加衣物。为了减少冷
风和冷空气进入体内，外出时尽量戴
围巾、口罩和手套等。

忌食致敏及辛辣刺激、冰凉食
物。需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及富含维生
素B6的食物，如葡萄、薏米、苹果、香
蕉等，此类食物可有效控制荨麻疹的
发作。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高机体
对天气变化的适应能力，尤其要留
意皮肤的抗寒锻炼，积极预防寒冷
性荨麻疹。洗澡时水温不宜过热、
勿用碱性强的肥皂，其他清洁剂也
不要使用过于频繁，以免造成皮脂
过分丢失。内衣物宜穿柔软、宽松
的棉织品，要戒烟酒，以免诱发皮肤
瘙痒。应尽量避免搔抓，以免引起
皮损增加，瘙痒加剧。

皮肤一冷就长“风团”谨防寒冷性荨麻疹

本报讯（记者刘波）进入冬季，有
的家长会发现孩子白天好好的，一到
夜里睡觉就会时不时咳嗽几声，严重
的甚至会咳嗽得睡不着，十分影响孩
子睡眠质量。市中研附院儿科诊疗中
心邢冰冰医师提醒，如果咳嗽时间长
会影响孩子生长发育，家长们要引起
重视。

孩子夜咳这种情况有时出现在感
冒过去很久之后，有的前面没有明显
的感冒症状，白天孩子吃得挺好，玩得
挺欢，一躺下睡觉，或者睡到半夜就咳
了起来，有的是早上起来就开始剧烈
的咳嗽，听着有一点痰但是不会太多，
吃了很多止咳化痰的西药中药效果都
不明显，这种时候需要考虑“上气道咳

嗽综合征”的可能。
上气道综合征，也叫“鼻后滴漏”，

这种咳嗽的原因主要在于鼻子。鼻腔
的分泌物也就是鼻涕，向后流至咽部，
刺激咽部从而产生咳嗽。仔细询问有
这种情况的宝宝，他们会说“嗓子痒
痒”、“嗓子里有咸味”。仔细观察的
话，白天他们虽然不咳嗽，但是时不时
会有清嗓子的动作，尤其是在大笑或
者剧烈运动后，有的孩子夜里会打呼
噜，甚至张口呼吸。大部分孩子没有
明显的从鼻孔向外流鼻涕症状，所以
家长会觉得孩子没鼻涕怎么会产生这
种症状，但是仔细观察孩子鼻孔，往往
会发现鼻黏膜肿胀，里面有比较多的
鼻涕痂。

大部分有这种问题的宝宝还是存
在过敏性鼻炎的问题，所以治疗重点在
于治疗鼻炎，减少鼻腔分泌物的产生，
才能事半功倍。对于症状不重的宝宝，
可以注意清理居住环境，避免过度潮湿
或灰尘过多，睡觉的地方不要有花草及
毛绒玩具，床单被褥勤晒洗，减少过敏
原的刺激。不要过度进食肉类及甜食，
尤其是晚餐的时候，以免造成痰湿产
生，鼻腔分泌物进一步增多。已经有明
显症状的宝宝则要及时就诊，按照病情
规律服用抗组胺药物及治疗鼻炎的相
关药物，可以使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
也可以减轻鼻炎症状。夜咳不可怕，主
要是注意查找病因、去除病因，才能让
孩子远离夜咳骚扰。

孩子夜咳不止 警惕“上气道综合征”

近日，北辰区大张庄镇盛景铭都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的

“暖心服务润民心”便民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在社区“请您来”便民服

务室内，为居民们开展理发、缝纫、量血压、磨刀及智能手机教学等贴

心、实用的志愿服务，引来居民们纷纷点赞。 通讯员 高莹辉摄

本报讯（记者胡智伟）冬季是感冒病症
高发季节，人在患上感冒后会感觉头部昏
沉、反应敏捷度明显下降，对驾车安全存在
影响。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感冒病
症会对驾车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服
用感冒药后驾车的危害不容忽视。感冒时
需根据身体不适感程度考虑是否驾车出
行，还应充分了解哪些感冒药服用后不适
宜驾车，以免不慎“药驾”，危及自己和他人
出行安全。

据了解，所谓“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了
影响安全驾驶行为的药后仍然驾驶的行
为。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可能产生嗜睡、困
倦、注意力分散、头晕、耳鸣、视物不清、反应
迟钝等不良反应，很容易酿成事故。有些药
物和酒精一样，都能削弱人类思维清晰性和
判断力。安全驾车就需要保证基本的脑功
能正常，包括认知、理解、注意力、平衡、记
忆、小肌肉运动能力、协调力等。而药物和
酒精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上述能力，只是
每个人的耐受性和新陈代谢率不同，因此造
成危险的酒驾或者药驾量因人而异。

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包括抗过敏、抗
抑郁、抗高血压等七大类在服用后可能影
响安全驾驶的药品，认为在服用这些药品
后应禁驾。不少感冒药就在此列，容易让
人产生嗜睡症状。

常用感冒药中多含有抗组胺成分，对中
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常常有嗜睡、眩
晕、头痛乏力、颤抖、耳鸣和幻觉等副作用，
令人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不灵敏。此外，解
热镇痛药类药物会对驾驶产生一定影响，部
分镇咳镇痛药物含有酒精，且会影响神经中
枢，服用此类药物后，建议不要开车。

对于普通常见感冒，最好选用中成药，
或不含抗组胺药成分的西药亦可。如果是
自己到药店购买，则需仔细阅读药品的说
明书或是商品标签，特别要看清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用量、禁忌证等。此外，切不可
超剂量用药、重复用药，并注意药物相互作
用。已知有不良反应，但不得不吃的药，开
车前要减半量服用，等休息时再补足全量。

交管部门表示，“药驾”引发交通意外
不在少数，提醒广大驾驶人应掌握自身的
身体状况，确保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
驾车外出。

感冒高发
小心“药驾”

本报讯（记者胡智伟）记者从交管部门
了解到，即日起，本市界内两处高速路段因
施工变窄，或采取时段性封闭措施。在此
提示过往车辆驾驶人提前绕行，减速慢行，
注意避让，禁止超车。

因津蓟高速天津站外迁工程施工，即
日起至12月16日，津蓟高速公路（K6+000
至K17+300段）双向范围内（包括津渝公
路匝道）变窄，车辆需按交通标志指示通
过，减速慢行（机动车限速60公里/小时），
注意避让。

因龙门架更换施工，即日起至12月8
日，京津高速公路上行大孟庄收费站至牛
镇收费站，每日临时封闭断交约30分钟，
具体封闭时间根据实际交通情况待定。途
经车辆驾驶人可通过观察沿途电子显示屏
查看封闭情况，提前选择绕行廊良公路、高
王公路、河大路等道路。同时，京津高速公
路上行K51+400处占路施工，路段变窄，
过往车辆需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过，减速
慢行（限速60公里/小时），注意避让并禁
止超车。

高速路段施工
过往车辆注意暖心服务 居民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