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踏青赏花时。
工作之余，不少市民举家出
游，远足郊外，爬山穿林，享受
春日美好。对此，河南理工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
主任王旋麟提醒，大家在踏青
赏花时，一定要规避风险，注
意自我保护，避免和预防意外
伤害及病患。

过敏者春游切勿“拈花惹草”

王旋麟指出，春天百花争
艳，室外过敏原中，最常见的
是花粉，而花粉变应原主要来
自树木、青草和野草。当人们
踏青赏花时，不少草木散发出

“天然活性物质”或花粉等，让
一些人产生过敏反应，从而诱
发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过敏性皮炎等。因此，有过敏
史者春游时切不可“拈花惹
草”，回家应及时洗手、洗脸。
春游时不要到草丛中嬉戏，尽
量不与花粉等过敏原接触。
带上抗过敏类药物和防晒护
肤品，一旦发生过敏应及时到
医院诊治。

踏青赏花切勿“招蜂引蝶”

王旋麟提醒，春日赏花，
千万不能见花就摸、逢花就

嗅，更不要“招蜂引蝶”。因为
百花盛开时，也是蜂蜇伤的高
发季节。蜂毒主要含蚁酸、神
经毒素和组胺等，轻者表现为
局部红肿、疼痛及瘙痒等症
状；严重时，可能出现肾功能
衰竭、过敏性休克、急性肺水
肿，甚至死亡。毒力以蜜蜂最
小，而马蜂的毒素可致人死
亡。因此，赏花时尽量不要去
碰蜜蜂，更不要去招惹马蜂。
看到马蜂窝千万不要用石头
砸或拿棍捅，带孩子的家长更
要教育孩子注意安全。若不
慎触动了蜂巢，要就地蹲下，
待蜂群活动恢复正常后再离
开。

遭受蜂蜇，应立即拔出毒
刺，然后用清水冲洗伤口并立
即去医院治疗，千万不要用手
挤压，以免毒液扩散。

避免蜂扰最明智的方法是
“不留香”，不喷香水、不携带
甜食和含糖饮料。

赏花时要远观而不可亵玩

王旋麟说，三月正是踏青
赏花好时节，而有些看似美艳
的花却有毒性，如夹竹桃的
茎、叶乃至花朵都有毒，误食
会中毒；杜鹃花误食会引起休

克；冬珊瑚、龟背竹、石蒜等，
都含有不同的有毒物质。所
以，赏花时最好以眼观为主，
不要随意将花草放入口中嚼
食，尤其是小朋友，家长一定
要看管好。

王旋麟表示，郁金香的艳
丽花色虽能吸引游人流连忘
返，但由于郁金香含毒碱，游
人不宜长时间在花丛中逗留，
特别是不要近距离嗅花香。
另外，超过两个小时在郁金香
花丛中，有些人可能会出现毛
发脱落等过敏症状。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外出踏青，不要
采集未食用过或不认识的野
生果、山野菜和野生蘑菇等，
食用后一旦出现中毒症状，要
立即催吐，并尽快到附近医院
就医。

踏青尽量别在草地久坐

王旋麟建议，外出踏青游
玩时要尽量避免草地、树林等
地长时间坐卧，这些地方常有
隐藏在草丛里的“杀手”——蜱
虫。

王旋麟介绍，蜱虫俗称
“草爬子”，是一种椭圆形小
虫，呈红褐色或灰褐色，芝麻
粒大到米粒大，吸饱血后胀大

如黄豆，主要栖息在草地、树
林等环境中。蜱虫在吸血时，
会分泌神经毒，有时使宿主麻
痹或死亡，并会传播森林脑
炎、出血热等疾病，造成死亡
或形成后遗症。每年4月至9
月都是蜱虫活跃期，这个时候
人们户外活动增多，很容易被
蜱虫“盯”上。

王旋麟称，一旦被蜱虫叮
咬不要恐慌，无论蜱虫在人体
或动物体表，还是游离在墙
面、地面，都不要用手直接接
触，甚至挤破，要用镊子或其
他工具夹取后烧死；如不慎皮
肤接触到蜱虫，尤其是蜱虫被
挤破后的流出物，要进行消
毒。一旦发现蜱虫叮咬或钻
入皮肤，可用酒精涂在蜱虫身
上，使蜱虫头部放松或死亡，
再用尖头镊子取出蜱虫。不
要生拉硬拽，以免拽伤皮肤或
将蜱虫的头部留在皮肤内。
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作局
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
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
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
时就诊，主动告知医生有蜱虫
叮咬史，以便医生诊断是否患
上蜱传疾病，避免错过最佳治
疗时机。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 实习
生张静宇）3月26日，由焦作市
医学会主办、焦煤中央医院承办
的焦作市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
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在月季大酒店召开。市卫生健
康委、市医学会及焦煤中央医院
有关领导与全市上百名骨科专
业领域医务人员参加了大会。

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骨科
专业委员会，焦煤中央医院骨科
一区主任张之智被选举为新一
届骨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焦
煤中央医院成为新一届骨科专
业委员会主委单位。

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

委员高延征，省骨科医院首席专
家孙永强，郑大一附院骨科主任
医师刘宏建、殷力等多名省内知
名专家教授应邀参加并开展了
学术交流活动。

据介绍，去年，张之智带领
团队成功应用iKPAS便携式导
航系统为一名罹患重度骨性关
节炎患者实施了人工膝关节置
换术，让膝关节置换术达到了毫
米级精度。这意味着，我市关节
置换手术迈入数字智能化时
代。在焦作看骨科，老百姓想到
的是焦煤中央医院。2021年，
焦煤中央医院被省卫生健康委
确定为全省创伤（骨科）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单位，此举彰显了骨
科在行业领域的地位。此前，该
院在2019年被焦作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确定为创伤（骨科）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单位。为了给创

伤患者提供全程无缝衔接服务，
该院引进了一大批高档设备，为
治疗提供有力支撑。

上图 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2011 年 12 月，联合国大
会将每年的3月 21日定为世
界唐氏综合征日。那么，什么
是唐氏综合征？又该如何避
免唐氏综合征？在世界唐氏
综合征日当天，记者走访了正
在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义诊
的产科护士长张苏明。

张苏明解释，唐氏综合征
即21-三体综合征，又称先天
愚型或Down综合征，是由染
色体异常而导致的疾病。因
为此病属于染色体病变，患病
的孩子主要表现为智力低下，
具有鼻梁低、眼距宽、眼裂小、
常张口伸舌、通关掌或先天性

心脏病等特异性改变，这类孩
子也被人们俗称为“唐宝宝”。
在生殖细胞形成过程中，如果
受到一些不良因素影响，生殖
细胞染色体可能发生畸变，这
是一种概率事件，所以每一个
怀孕的妇女都有可能生出“唐
氏儿”，而且随着孕妇年龄的
增加，“唐氏儿”的出生概率更
高。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孕妇
年龄越大，患病风险越高，母
亲年龄大于 35 岁，唐氏综合
征发病率会明显上升，对于预
产年龄在35岁以上的妊娠妇
女，建议作羊水穿刺产前诊
断。目前，由于该病在整个世

界范围内暂无彻底有效的治
疗方案，因此产前筛查是预防
此病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可以
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避免“唐
氏儿”出生。

张苏明进一步解释，唐氏
筛查 具 有 无 创 、经 济 等 优
点。抽取中孕期孕妇静脉血
3ml至 5ml，检测的母体血清
甲胎蛋白、血清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和非结合雌三醇指
标，结合孕妇的年龄、体重、
孕周、病史等进行综合风险
评估，得出胎儿罹患唐氏综
合征的风险度。临床中，一
些准妈妈总是担心筛查结果

不好怎么办，其实没必要过
于忧虑。当产前筛查结果显
示为“高风险”时，这仅仅表
明胎儿患唐氏综合征的概率
高于一般孕妇，并不表示胎儿
一定就是“唐氏儿”。另外，针
对不同的筛查结果，医生还有
不同的后续检查手段。对高
风险或合并多项超声软指标
异常的孕妇，接下来要作确
诊性的检查即产前诊断（羊
膜穿刺检查或绒毛检查），从
而 确 诊 是 否 真 的 是“ 唐 氏
儿 ”。 对 临 界 风 险 、单 项
MOM值异常、唐筛高风险但
有羊穿禁忌症的孕妇，医生

会建议无创DNA检测。对低
风险、有条件的孕妇，则会建
议选择无创DNA进一步检测
或直接常规产检即可。

张苏明温馨提示，生一个
健康、聪明的宝宝是每一个家
庭的共同愿望，但我国仍是出
生缺陷的高发国家，遗传因素
和环境因素如噪声污染、放射
污染、化学污染、微生物污染
等是造成先天缺陷儿出生的
主要原因，希望全社会都能提
高唐氏综合征的认知度和关
注度，强化出生缺陷干预，让
每一名孕妇都能生出一个健
康宝宝。

科学认识唐氏筛查
本报记者 孙阎河

市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成功换届

焦煤中央医院当选主委单位

专家提醒：春季踏青要有“防范之心”
本报记者 朱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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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巍巍太行，万里雄风，中
站区龙翔街道赵庄村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
红色热土。3月24日，焦作晚报专家团走进赵庄
村，“触摸红色记忆·服务太行山乡”活动拉开帷幕。
赵庄村也是今年焦作晚报专家团活动的首站。

赵庄村的太行八英馆是河南唯一的全国妇女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赵庄村是电影《地雷战》的原
型地。2022年，赵庄村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成
功创建了河南省“五星”支部；依托红色资源优势，
走上了红色旅游加绿色康养的“红+绿”发展路径，
带动群众增收；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弘扬“太行八
英”精神，叫响了“红色赵庄”名片。

参加这次活动的焦作晚报专家团专家有首届
“焦作楷模”、全国优秀党支部、山阳区艺新街道冬
香好妈妈工作站党支部书记张冬香，焦作市人民
医院创伤显微骨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南大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焦作市显微外科专业委员主任委员
徐世保，焦作市工商联副主席、焦作市典礼学书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勇，焦作市园林绿化中
心高级工程师张培，市公安局解放分局焦北派出
所副所长、解放区红姐义警队负责人徐娟，河南海
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建锋，河南优秀文旅自媒体
代表、知名摄影博主王军民。

活动中，专家团在“五星赵庄”尽情畅行太行
山乡，赏漫山遍野连翘花开，观红色旅游线路，用
双手触摸红色记忆。在最后的座谈会上，专家团
为赵庄村在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五星创建等方面
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此次活动，焦作晚报专家团还为村民带来了
专业的医疗、公益、法律等服务，受到了当地群众
热烈欢迎。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各位能够到赵庄村指
导工作，这既是对赵庄村的关心和厚爱，也是对龙
翔街道办事处整体发展的鼓舞。”中站区龙翔街道
党工委书记靳鹏飞说。

“来了，来了，城里的医生
来了。”3月24日，远远看到焦
作晚报专家团来了，站在中站
区龙翔街道赵庄村赵庄卫生
所路口翘首以盼的林红秀老
人很激动。88岁的她和弟媳
妇手拉手，赶紧去排队。

当天，作为焦作晚报专家
团成员——市人民医院创伤显
微骨科主任徐世保，带着科里医
护团队，在赵庄村为革命老区人
民义务问诊，进行健康检查。

当地群众得知焦作晚报
专家团要来，当日7时不到就
来到卫生所等候。他们大多
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为了
不错过这次义诊，一位八旬老
人专门让邻居骑电动自行车
把她带到义诊现场。

“您哪里不舒服呀？”“这
样能够活动到什么程度？”徐
世保细心查看来访者的肢体
活动度，耐心问诊，并给出专
业的诊疗建议。

护士长申军丽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为大爷、大妈们讲解糖
尿病人的饮食管理、如何使用
胰岛素、怎样预防低血糖等；护
士司晓利给村民们测量血压，
讲解降压药的用法及注意事
项；护士马卫芳为群众测血糖，
并给大家讲解人体血压变化规
律，消除大家对高血压的恐惧。

“群众很需要我们，今后，
我们一定会多到基层义诊，为
群众解除病患。”徐世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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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义诊活动受欢迎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图① “触摸红色记忆·服
务太行山乡”焦作晚报专家团
走进赵庄村活动启动现场。

图② 专家团参观赵庄
民俗馆。

图③ 专家团走进赵庄，
进行义诊活动。

图④ 导游为专家团成
员讲解赵庄村革命时期的英
雄人物及故事。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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