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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 顾天
成 徐弘毅） 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登
革热防控指南”健康提示，提醒公众我
国进入夏季登革热高发期，建议日常生
活做好防范。早发现、早诊断、早防蚊
是防止出现重症病例及进一步传播的
重要措施。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
传染病，主要通过媒介伊蚊叮咬传播，
一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根
据防控指南，我国登革热疫情以境外输
入引发本地传播疫情为主要特征，大部
分地区高发期发生在6月以后，多在8
月至10月达到高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
二科主任王建介绍，典型登革热的主要

临床症状包括突起发热，有时可达39摄
氏度；伴有明显疲乏、厌食、恶心；常伴
较剧烈的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痛、骨
关节痛；可伴面部、颈部、胸部潮红。如
出现以上症状，应尽快到正规医院就
医，并主动向大夫说明旅行史等情况，
避免延误病情及造成进一步传播。

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登革热？防
控指南明确，要做好物理屏障防护，免
受蚊子叮咬，尽量选择配备纱门、纱窗
的居住环境；要掌握科学驱蚊的措施，
建议穿着浅色长袖上衣和长裤进行室
外活动，使用蚊虫驱避剂喷涂暴露皮肤
和衣物；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定期清除
家庭、单位范围的各种积水，积水处需
定期疏通、平洼填坑，防止蚊虫孳生。

夏季多雨，虽然带来清凉，但也暗藏
多重健康与安全风险。

蹚水后突发高烧、小腿红肿，可能是
感染了“丹毒”；校园内外积水，暗藏溺水
危机，老旧校舍存在垮塌风险；山洪、内
涝等可能带来险情……面对这些潜在风
险，科学防范与系统应对至关重要。

个人健康
当心蹚水染“丹毒”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
师、副教授李芳芳介绍，暴雨会导致部分
路段积水，蹚水通过可能潜藏健康风险，
引发“丹毒”。

“直白地说，‘丹毒’就是皮肤发炎的
升级版。”李芳芳告诉记者，它通常是因
为β—溶血性链球菌钻进了皮肤上一些
小伤口产生细菌感染，进而导致的皮肤
红肿、发热、疼痛，严重时会起水疱、发
烧。从表面特征看，皮肤像被烫伤一样，
红彤彤一片，边界还特别明显，摸上去又
烫又疼。

“脚气抓破皮、抠烂的蚊子包，甚至
脚后跟自然干裂的口子等，都有可能成
为细菌入侵的目标。”李芳芳说。

“一旦怀疑患上‘丹毒’，务必及时就
医。”李芳芳表示，“医生通常会根据病情
开具口服或静脉注射的抗生素进行规
范、足疗程的治疗，切勿自行处理或拖
延，以免感染扩散，引发更严重的并发
症，如蜂窝织炎、败血症等；治疗期间需
要充分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肿胀，并严
格遵医嘱用药。”

面对“丹毒”感染风险，李芳芳提醒：
皮肤有伤口时，千万注意远离脏水。患
有脚气、湿疹或者腿部有伤口没愈合时，
蹚水几乎就等于给细菌“开门”。如果无
法避免，蹚水后记得立刻做3件事：用清
水冲洗腿脚，尤其是脚趾缝隙；冲洗后擦
干涂保湿霜，防止皮肤干裂；有破皮的地
方，用碘伏消毒。

“多雨季节，闷湿环境也利于真菌滋
生。除‘丹毒’外，脚气、灰指甲、湿疹、皮
炎等皮肤问题也容易复发，敏感人群要
特别注意防护。”李芳芳说。

因此，多雨时节需要特别注意衣物
干燥。“穿着未彻底干透甚至带有潮气的
衣物，尤其是内衣裤、袜子，会持续刺激
皮肤，破坏皮肤屏障功能，为真菌和细菌
滋生提供温床，极易诱发或加重湿疹、体
癣、股癣等皮肤问题。”李芳芳建议，使用
烘干、除湿设备，或借助风扇通风、延长
晾晒时间等，确保衣物彻底干燥；同时，
多雨季节可多选择棉、麻等吸湿透气性
好的天然材质衣物，并在衣物潮湿时及
时更换。

校园安全
防范积水带来的危险

校园作为特殊场所，需格外警惕暴
雨带来的安全风险。一方面，校园内师
生人流密度大，一旦发生险情，可能导致
大规模人员受影响；另一方面，学生群体
尤其是中小学生，对风险的认知和预判
能力较弱，容易因好奇心或侥幸心理接
近危险区域，如积水处、受损建筑等，自
我保护意识不足。

湖南省邵阳市教育局学生安全风
险防范专家郑助锋说，防范暴雨带来的
校园安全风险，应对预案一定要覆盖校
园外与校园内两个方面，涉及日常教学
和非日常教学两个时段。“暑期来临，一
些学校仍对学生开放并提供文体设施
服务；部分社会兴办的校外兴趣培训机
构，也集中迎来学生学习，两者都需要
视同校园环境，一体强化安全管理。”郑
助锋说。

如学校地势较低、排水系统不畅，短
时集中的降水可能会造成校园及周边严
重积水。洪水淹没校园操场、地下室、低
洼通道，或使上下学道路包括临近区域
成为涉水洪区，极易发生学生溺水。郑

助锋说，“学生对风险认知不足，也容易
受好奇心驱使接近暴雨形成的积水区
域，这给降雨天气的学生安全管理带来
更多挑战，需要严肃应对。”

“涉水行走对学生来说安全风险极
大。”郑助锋说，积水区会掩盖下水道入
口，井盖松动或被人为打开，就成为隐形
的陷阱，稍有不慎，有可能引发溺水事
故；城乡部分路段还可能因为积水浸泡
冲刷形成塌陷区。

积水淹没配电设施、裸露电线受潮、
电器设备漏电等，可能引发触电风险。
学生上学、放学途中，不能冒险通过涉水
区；不要轻易触碰电线杆、公交站、灯箱
广告牌等。

郑助锋提醒，分管学生安全的工作
人员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及时启
动应急预案。险情发生后，学校应及时
通知家长到校接应学生。同时，全面排
查校园外重点场所，护学岗覆盖到主要
低洼路段、桥梁涵洞、河道周边，保障全
体学生平安返回家中。

另外，尽管目前教育基建水平已实
现很大提升，但部分山区学校、城区老校
还存在新旧校舍并用情形。一些老校舍
建筑年代久远，雨水过度冲刷，建筑屋顶
渗漏、墙体开裂甚至局部坍塌的风险仍
不容忽视。此外，暴雨及大风天气引发
的屋面、窗户高空坠物，或者树枝折损掉
落，临时建筑（停车棚、遮阳棚）抗风雨能
力不足导致的垮塌，都可能引发群死群
伤事故，在校园安全管理过程中，一方面
需要加强重点巡查，定期加固，另一方
面，也需要常态化做好风险示警。

除此之外，暴雨天气，地面湿滑，容
易导致摔伤；高海拔山区学校，可能出现
大雾，能见度低影响交通出行，有校车的
学校需要特别注意。

灾害应急
山洪内涝科学避险

突发强降雨可能带来山体崩塌、内
涝等次生灾害，给群众的生命安全带
来威胁。“夏季暴雨常伴随强雷电、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易引发城市内涝、山
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长沙市岳麓
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陈冶介绍，
暴雨来袭时，若在户外，最好尽快到室
内、牢固建筑物或地势较高处躲避，避
免在桥下、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停
留，特别是要避开水库、山坡下方。如
果在山区遇山洪或泥石流，立即向垂
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逃生，如山脊、山
坡，不要顺河谷或低洼处跑。除此之
外，夏季暴雨前常伴有雷暴发生，陈冶
提醒，雷电来临时不要在空旷场地奔
跑，避免成为“制高点”；不要躲在大
树、塔吊、广告牌下，需视情关闭手机、
耳机等电子设备，不接触金属物品，如
雨伞骨架、栏杆等，非必要不在户外使
用电器，避免引雷。

平时应做好居家防护。“地势较低的
房屋，不能忽视内涝带来的安全风险。”
陈冶说，降雨前要检查门窗密封性能，用
沙袋、防水挡板堵住门口、阳台地漏，避
免雨水流入室内。低层住户可将家具、
电器垫高，将重要文件、贵重物品随人转
移至高处。另外，切坡建房区域，日常需
重点排查滑坡等风险隐患，雨季尤其要
提升关注度。“目前，很多村、社区普遍建
立了紧急避难所，要尽可能知道避难所
位置，方便转移。有条件的还可以准备
手电筒、充电宝、急救包、饮用水、干粮
等，确保停电时能维持基本需求。”陈冶
表示。

“若被积水围困，及时拨打119、110
求助，并用鲜艳衣物或信号工具发出求
救信号，等待救援。”陈冶建议，若车辆在
水中熄火，要果断打开车门逃生，切勿滞
留车内；若车门无法打开，可用安全锤或
坚硬锐利物体敲击车窗玻璃四角破窗逃
出，或从天窗逃出。 （据人民网）

日前，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胡
强强表示，有的“网红医生”把医疗科
普当做牟利工具，滥用专业权威为自
己背书，假借科普名义违规导医导诊，
线上问诊，线下引流，直播带货甚至高
价开药，还有的通过夸大治疗效果、虚
构病例、杜撰故事等手段误导公众、敛
财牟利。

经常网上冲浪的朋友，可能刷到过
这样的短视频或直播：身穿白大褂的

“医生”在镜头前侃侃而谈，左一个“神
奇妙招降三高”，右一个“祖传秘方上链
接”。对此，可要小心，不可轻信。

当前，医疗科普是短视频平台的热
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直
播和短视频来传播健康科普知识。但
是其中也不乏鱼目混珠之徒——部分

“网红医生”借伪科普牟利、误导公众。
对此，国家卫健委明确表示，将加大互
联网健康科普乱象的整治力度。

整治是必要的，但也要看到，健康
科普热，不会是一时热潮，因为背后的
本质需求长期“在线”。那就是民众健
康素养大幅提升后，对优质医疗的迫切
需求。光“堵”乱象是不够的，还需以

“疏”为策，在规范引导中满足民众的需
求，让“‘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
心’”转变的理念兼顾网下网上。

其实，缺乏资质的“网红医生”、伪
健康科普之所以有可乘之机，是因为击
中了现代人的痛点。随着生活节奏加
快，亚健康人群增多，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病年轻化趋势明显。不少人既担
心健康，又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如果“刷
个视频就能学养生”，那就再好不过
了。这种心理，让看似“接地气”的伪科
普有了可乘之机。

面对乱象，筑牢平台与监管的“防
火墙”无疑是首要工作。平台需建立更
严格的资质审核机制，同时运用技术手
段识别夸大疗效、违规导流等内容，对
违规账号实施处罚。监管部门则要将
互联网诊疗管理、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落
到实处，对虚构病例、直播带货卖药等
行为从严查处。生命不是儿戏，只有织
密规范网络，才能让真正的健康知识占
据传播主阵地。

驱逐劣币的同时，也要让靠谱的传
播资源“走出来”，让听得懂、用得上的专
业医疗知识方便触达。比如深圳卫健委
新媒体账号，紧抓热点话题，结合表情包
和热梗段子，把专业知识变成漫画、趣味
短视频乃至短剧，收获了大量粉丝。

如今，不少医院与科研机构建立了
科普激励机制，鼓励医生将专业知识转
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大白话”，避免晦
涩难懂的“高冷化”。比如用动画演示
心脑血管疾病原理，用生活案例讲解用
药规范，由医生出镜讲解急救知识、解
答常见病预防问题，将“身边的医疗”从
线上引到线下。这也是“主动出击”的
举措。

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健康信息，民
众也需要提升鉴别能力，养成“三问”习
惯：问来源（是否有正规医疗资质）、问
依据（是否有临床研究支撑）、问用途
（是否涉及商业推销）。同时，也别忘了
用好身边其他医疗资源：社区医院、家
庭医生，以及基于线下首诊的互联网医
院复诊等。

此外，温馨提示，不妨将国家卫健
委官网开设的“健康科普辟谣平台”，转
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

（据人民网）

新华社洛杉矶7月 8日电 美国
一项新研究揭示了导致阿尔茨海默病
的4种不同路径。这有助于更准确地
预测该病的发病风险，制定个性化防治
策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E生物
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借助动
态时间规整、机器学习的聚类算法等先
进算法，分析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健康数
据库中近2.5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
电子健康记录，结果发现，阿尔茨海默
病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疾
病发展轨迹。

这4种路径包括心理健康路径：精

神状态异常如抑郁、焦虑等，会导致认
知能力下降；脑病路径：逐步恶化的脑
功能障碍；轻度认知障碍路径：记忆和
认知能力逐渐下降；血管疾病路径：心
血管疾病导致痴呆风险。

研究人员介绍，每种路径都表现出
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表明不
同的人群可能更容易受到不同路径的
影响。以心理健康路径为例，部分患者
会先出现高血压，继而发展为抑郁症，
最后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

研究人员说，了解阿尔茨海默病如
何随时间推移而发展，有助于揭示该病
的潜在影响因素，为风险评估、早期检
测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新思路。

新研究揭示阿尔茨海默病
4种不同发展路径

新华社洛杉矶7月8
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
近日在美国《科学·信号传
导》杂志发表论文说，他们
在人造血液研究方面取得
新进展。研究发现一种趋
化因子能触发红血球母细
胞排出细胞核，这是红细
胞发育的关键一步。新发
现有望用于优化血液中红
细胞的人工生产。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日
前发布公报说，开发可替
代天然血液的人造血液相
关研究已进行了数十年，
但仍未实现临床广泛应
用，主要挑战在于人体造
血的复杂机制尚未被完全
理解。

据介绍，天然血液细
胞在骨髓中产生。造血
干细胞先发育成红血球
母细胞。在红血球母细
胞发育成红细胞的最后
阶段，会将细胞核排出。
该过程只发生在哺乳动
物体内，可为负责氧气运
输的血红蛋白腾出更多
空间。

目前，人工生产红细
胞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干
细胞培养，约80%的细胞
最后会发生细胞核排出，
但干细胞来源有限，无法
满 足 大 规 模 生 产 的 需
求。另一种可行的方法
是将其他类型细胞改造
为干细胞，用于红细胞生
产。该方法为红细胞生
产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细
胞来源，但细胞核排出成
功率只有约 40%。此前
尚不清楚哪些因素能够
诱导细胞核排出。

康斯坦茨大学和英国
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合作发现，存
在于骨髓中的一种名为
CXCL12的趋化因子能触
发红血球母细胞排出细胞
核。研究人员认为，在人
工生产红细胞过程中，通
过在适当的时候向红血球
母细胞中添加CXCL12，
能够人为诱导细胞核排
出。该方法有望用于优化

红细胞的人工生产，提高人造血液生产
效率。

这项研究还带来有关红细胞对趋
化因子反应的细胞生物学机制的全新
理解。趋化因子是一类小分子蛋白，可
通过与免疫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介导
免疫细胞向炎症部位或特定组织迁移，
参与免疫调节、炎症反应等过程。研究
表明，趋化因子的受体不仅作用于细胞
表面，还可能作用于细胞内部，从而为
理解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细胞生物学
中的作用开辟了新视角。

夏季多雨，这些安全隐患要留意

“喝有水垢的水易得肾结石”“频
繁洗头致脱发”“伤口须用酒精消
毒”……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如何科
学判定真假？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通
过官方渠道，针对多个常见误区，邀请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进行针对性
科普。

误区一：喝有水垢的水容
易得肾结石

水垢，是水里的钙离子、镁离子与
碳酸氢盐在加热过程中反应生成的碳
酸钙和氢氧化镁沉淀。

水中的矿物质含量越高，水的硬
度越大，即常说的“硬水”。国际上通
常用碳酸钙的含量来衡量水的硬度，
单位是毫克每升(mg/L)，当水的硬度
高于 200mg/L 时，烧水时易产生水
垢。水垢进入人体后，部分可被分
解，未被分解的成分也能通过代谢排
出体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脏内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周福德提示，对于健康人
群，饮用硬水并不会直接导致肾结
石。若饮水量不足，尿液浓缩反而会
增加泌尿系统结石的风险。

误区二：频繁洗头会导致
脱发

有人习惯每天洗头发，尤其是在
炎炎夏日，那么频繁洗头会导致头发
脱落吗？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教授雷
铁池表示，勤洗头并不会导致脱发。
相反，保持头皮清洁对维护头发及头
皮健康至关重要。

据介绍，对于正常人来说，头发的
脱落主要是由于毛囊进入休止期后的
自然脱落，而不是因为频繁洗头。病
理状态下的脱发可能关系到免疫、遗
传、激素水平、精神应激、营养状态和
某些药物的副作用等。与这些因素相
比，洗头的影响微乎其微。

适度洗头可以清除头皮上的过多
皮脂、灰尘和脱落的死亡细胞，有助于
保持头皮健康。

误区三：伤口必须用酒精
才能彻底消毒

当出现外伤时，很多人习惯用酒
精消毒伤口，甚至认为“伤口越疼，消
毒就越彻底”。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
医师王传林表示，医用酒精适用于无
破损的皮肤消毒，比如手术前的术区
消毒、日常生活中的手消毒等。对于
伤口的消毒，建议选择不含酒精的医
用碘伏消毒液，其优点是对创面刺激
性小、杀菌效率高。

专家提示，医用酒精确实是非常
好的消毒剂，有效消毒浓度为75%，低
了高了都会严重影响消毒效果。但
是，医用酒精也是“敌我不分”的消毒
液，不仅会杀灭伤口里的病原微生物，
还会破坏伤口处的健康组织细胞，进
而影响伤口愈合，甚至导致瘢痕形成。

误区四：抗过敏药容易依
赖，能不用就不用

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医
师向莉表示，使用抗过敏药并不会产
生依赖。

据介绍，过敏时出现的鼻子痒、打
喷嚏、皮疹风团等症状，主要与一种叫

“组胺”的炎症物质有关。组胺需与
H1受体结合，才会引发过敏反应。氯
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类抗过敏
药的作用原理，正是阻断两者的结合，
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这类药物既不会
导致生理或精神依赖，停药后也无戒
断反应。若停药后过敏症状反复，很
可能是因为过敏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专家提示，合理使用抗过敏药是
控制过敏症状、预防并发症的重要手
段。盲目担心药物依赖而拒绝规范用
药，甚至擅自停药，可能会加重病情。

误区五：动物油比植物油
更容易让人发胖

海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
医师黎艺表示，某一种食物会不会让
人发胖，主要看其能量的含量。同等
重量的动物油与植物油所含能量几乎
一致，因此，在摄入量相同的前提下，
两者导致人发胖的“能力”并无本质差
异，并不存在哪种油“更容易让人发
胖”的说法。

一方面，动物油如猪油、牛油等，
因其独特的化学和物理特性，如饱和
脂肪酸含量高、香气浓郁等，在烹饪中
更易赋予食物醇厚的风味，让人食欲
大增，不自觉过量进食。而“吃得多”
才是导致能量过剩、诱发肥胖的关键
因素。

另一方面，很多人误以为植物油
不会让人发胖，因此在使用时不注意
控制用量。实际上，过度摄入植物油，
同样会因能量蓄积引发肥胖。

国家疾控局：

夏季这样防控登革热

健康科普，去伪存真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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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洗头致脱发”“伤口须用酒精消毒”是真是假？
健康解读来了

□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