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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王女士平素身体状况良好，
数周前降温时出现咳嗽症状，起
初并不严重，以干咳为主，偶尔
有少量白黏痰，没有发热、胸
闷、胸痛等其他症状，便没有放

在心上。然而一周过后，王女士
开始发热，体温最高达 39℃，
在社区医院输液治疗 4 天后，
仍然反复高热，浑身无力。在家
人的劝导下，王女士至武进人民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诊，
副主任、主任医师周燕娟接诊了
王女士。

影像学检查发现，王女士右
肺下叶炎症伴实变，右肺下叶支
气管局部狭窄，右侧叶间胸膜增
厚。入院完善详细检查显示，患
者炎症指标除了 C- 反应稍高，
其他基本在正常范围。进一步的
支气管镜检查显示，患者右下肺
支气管亚段管腔口有白色分泌物
堵塞，黏膜充血水肿，立即予局
部灌洗，分泌物送检化验结果确
诊王女士为结核分枝杆菌、人偏
肺病毒感染。通过规范系统性的
针对性治疗，王女士病情得到了
有效控制，目前恢复良好。

近两个月来，支原体肺炎、
流感（包括甲流、乙流）相继出
现聚集性人群感染，尤其是在儿
童、青少年之间大范围传播。患
者在疾病初期会出现高热、肌肉
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后期出
现咳嗽、胸痛、胸闷，甚至痰血
等呼吸道症状。一般经过相应的
抗病原微生物及对症治疗，大部
分患者一周左右可以明显好转。
部分患者如果反复发热、久咳不

愈，应高度警惕，及时到医院就
诊，进行影像学检查排除肺部有
无病变，必要时通过支气管镜检
查排除气道内病变，完善肺泡灌
洗液的病原微生物检查等，以免
贻误病情。

周燕娟提醒，儿童、老年人
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为呼吸道疾
病易感人群，应当格外注意保
暖，加强自身防护，前往人员密
集场所时尽量佩戴口罩，同时做
到勤洗手、勤通风、科学消毒等
预防措施，有效降低病毒感染机
会。日常生活中养成健康规律的
饮食和作息习惯，保持良好的心
态，让病毒“无机可乘”。

武进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为常州市临床重点专科，
南北两院统一管理、协同合作。
科室常规开展慢性气道炎症性疾
病、肺部感染性疾病和肺部肿
瘤，尤其是早期肺癌的规范化诊
疗；开展呼吸介入诊断和治疗，
如支气管内镜超声下纵膈淋巴结
活检技术，经支气管镜电治疗
术、肺活检术、冷冻治疗术等；
开展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监测和
治疗；常规开展肺功能检查和气
道炎症无创性评价技术（呼出气

一氧化氮检测）；对肺外周病灶
（如肺结节、肿块等）进行经皮
肺穿刺或经支气管镜超声定位活
检术；呼吸重症监护室（RICU）
开展有创和无创通气技术治疗呼
吸衰竭。

2020年科室通过了由中华
医学会呼吸分会等组织的PCCM
规范化建设项目的评审。与上海
中山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国
内知名医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技术为
核心，以创新为动力，以满意为
宗旨”的理念，为常武地区人民
提供高效、优质、温馨的服务。

（武医宣）

气温骤降，上呼吸道

感染的患病人数明显增

加。许多患者出现咳嗽、

鼻塞、流涕、发热等症

状，都认为是普通感冒并

不引起重视，往往自行服

药解决，殊不知这看似简

单的症状背后可能潜藏着

巨大的健康隐患。武进人

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近日救治了一名因反复

高热、痰液白黏被确诊为

结核分枝杆菌、人偏肺病

毒感染的患者。专家提醒

广大市民切莫掉以轻心，

如果症状持续并有加重迹

象，应及时去医院进行全

面系统的检查，明确病

因，对症治疗。

科室介绍

专家提醒

周燕娟 武进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江苏大学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曾赴美国布朗大学附

属罗德岛医院、江苏省人民医

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

科进修，常州市呼吸病学会委

员，为医院第一批青年人才工

程培养对象、常州市 136 青年

人才工程培养对象，擅长慢性

气道疾病、肺部肿瘤诊治。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全天

（南院）；周四上午（本部）

专家名片

排便时应集中注意力，

减少玩手机、阅读等外界因

素的干扰，建议每次排便时

间不超过 10 分钟。但专家

表示，不是偶尔一次 10 分

钟内没有排便就是便秘，不

需要太过担忧。

如果确实存在长期排便困
难，可以尝试养成以下四个
好习惯。

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
菜，如芹菜、菠菜、空心菜；
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如
苹果、猕猴桃、橙子等。

不要久坐不动，坚持每天
运动 30~60 分钟，做一些有
氧运动，比如跑步、游泳。

每天喝水 1500~1700 毫
升，要分次喝，这样保证身体
不会缺水，肠道也有充足水分
来润滑排泄物。

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形
成一种条件反射，有助顺利排
出，避免便秘。

如果以上方法都解决不了
排便困难的问题，可以在医生
指导下通过服用缓泻剂、益生
菌、纤维素等药物来缓解。

（CCTV生活圈）

养成四个好习惯
有助缓解排便困难

女子反复高热不退
“痰”吐不凡现“元凶”

典型病例

寒潮来袭，气温大幅

下降。寒冷天气易引发或加

重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

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

上呼吸道感染 （普通感冒、

流感）、肺炎等疾病，疾控

部门提醒广大公众，要加

强保暖防护，特别关注气

温骤降带来的健康危害。

公众应尽量减少外出，必
须外出时要做好自身的保暖防
护措施，及时更换厚衣物以及
穿戴防护用品，如帽子、口罩、
围巾、手套等，尤其要加强头
部、胸背、脖子和四肢的保暖。
同时，要减少户外活动，尽量
避免与冷空气直接接触，降低
气温骤降带来的健康危害。

婴幼儿、儿童、孕妇、老
年人等敏感人群和患有心脑血
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
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不宜长时
间外出。必要外出时，避开早
晚气温较低时段，注意防寒保
暖，尤其加强头部、胸腹部、
足部的保暖。雨雪天气，外出
当心路滑跌倒。户外作业人群

尽量减少户外作业时间，作业
时应做好保暖措施。加强健康
监测，防止诱发或加重呼吸
道、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发
生，一旦发现异常或不适，应
及时就医。建议老年人、基础
性疾病患者、儿童等人群及时
接种新冠、流感以及肺炎球菌
等疫苗。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减少
前往人群密集场所，在乘坐飞
机、火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和进入商场、超市等环境
密闭场所时建议规范佩戴口
罩。做好个人卫生，加强室内
开窗通风，保持手部卫生。

增强个人身体素质。饮食
方面，应加强营养摄入，多吃
热食，少吃凉食，多补充水分。
要注意补充鱼、肉、蛋、奶等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多吃蔬菜、
水果等。运动方面，可以选择
在室内进行适度的有氧耐力运
动，如长距离慢速游泳、跳
舞、徒手体操等低强度、长时
间的运动，增强抵抗力。

严防一氧化碳中毒。采用
煤炉、炭火、煤气取暖的家
庭，要定期清理烟道、保持烟
囱通畅；门窗不要封闭过严，
每天定期通风换气。若发生一
氧化碳中毒情况，应立即开窗
通风，并迅速将中毒者转移到
空气充足的地方，同时拨打急
救电话。 （山西日报）

寒潮来袭，这份健康指南请查收

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加强重点人群防护

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