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临近春节，也到了返乡和外出旅游的高峰
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流感监测显
示，1月以来，我国南北方省份的流感病毒检测
阳性率持续下降，但各地的呼吸道疾病就诊量
仍然保持着较高水平，就诊人群中咳嗽患者占
比较高。很多人特别是带孩子出行的父母，都
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应急药。但专家提醒，抗生
素一定不能滥用。

滥用抗生素，肺部成了“棉花状”

据报道，有位李先生咳嗽两个多星期，自行
服用抗生素并未好转，到医院就医。医生拍片
检查后发现，李先生的肺已经成了“棉花状”，属
于霉菌感染。经询问得知，半年以来，李先生只
要一咳嗽就前往小药店购买抗生素吃，一次吃
两个星期左右。

医生表示，这是滥用抗生素造成的结果。
李先生感冒时出现咳嗽本应对症治疗，他却自
行随意服用抗生素，且一开始用的就是抗生素
中的“高级药”，即第三代头孢类抗生素。这样
容易导致细菌产生抗药性，长时间抗菌治疗还
易使体内菌群失调，霉菌乘机大量繁殖，易出现
多发性霉菌感染，使机体抵抗力严重下降，甚至
危及生命。

当下，很多病人在未搞清楚感冒发热病因
时，就会像李先生一样随意使用抗生素。其实，
如果是非细菌引起的感冒发热，使用抗生素不仅
没有杀灭病毒的作用，还可能因为滥用抗生素导
致细菌产生抗药性。当真正遭遇细菌感染时，抗
生素就可能因细菌耐药性导致药效减弱，病人疾
病难治。此时必须加大用药剂量或联合用药，这
样不但会影响治疗效果，还会使药物副作用增
大，甚至引起不良反应，比如肝肾损害等。

孩子咳嗽，家长慎用止咳药和抗生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主
任医师申昆玲介绍，咳嗽其实是人体的一种保
护性反射，是身体清除呼吸道中异物和分泌物
的自然反应。咳嗽超过4周以上叫慢性咳嗽，4
周以内都叫急性咳嗽。不少患者尤其是儿童，
呼吸道疾病已经痊愈了，但咳嗽仍然不好，大多

数表现为刺激性干咳或咳嗽伴随着少量白色黏
液痰，查了胸片也没有异常，久咳不愈让不少家
长感到很焦虑。

申昆玲称，呼吸道感染后的咳嗽很常见，如
果持续时间在4周之内，也没有出现病情加重，
不必反复去医院就诊。滥用咳嗽抑制剂可能抑
制呼吸道自然清理的过程，使病程延长。在感
染后咳嗽的居家护理中，最常见的误区就是盲
目镇咳和滥用抗生素。

“很多家长在孩子开始咳嗽时就胡乱用
药，问用的什么药，说是抗生素。再问用什么
抗生素，他也说不清，就是上次得病剩下的。
其实，这种做法很不规范。”申昆玲提醒，抗生
素只对细菌感染有效，而且儿童脏器功能发育
还不健全，用药不当可能引起一些不良反应，
造成脏器损害等。孩子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必
须要考虑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滥用药物或
随意用药都是不可取的，要在医生或药师的指
导下规范用药。

滥用抗生素带来4大健康威胁

上海市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黄建权
表示，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

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它成为历史。抗生素在
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
滥用，抗生素带来了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

耐药导致无药可用。黄建权称，人类虽然
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
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
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
药细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
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

影响肠道菌群平衡。人体和细菌是共生
的，我们的皮肤、肠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
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发
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
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
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稳定。

对儿童的特殊危害。儿童免疫力差，容易
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
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
会带来长大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
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
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

肝肾损伤和过敏等副作用。抗生素是引起
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
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

对人体正常菌群的巨大影响，常常给女性带来
苦不堪言的霉菌性阴道炎。此外，抗生素比其
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
命。

抗生素不是消炎药，须将抗生素请
出家庭药箱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
使用的抗生素中，多达三分之一至一半是不必
要的或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
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
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5.7倍，是美国的5.5
倍。

从2016年8月份开始，我国多部门联合印
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

2020 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
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
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

抗生素不是消炎药，别把它作为家庭
常备药。黄建权称，很多人把抗生素错叫
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

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
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
炎症过程。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
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即便是细菌感
染，需不需要抗生素也要权衡利弊。轻微的细
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
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
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比如相当一部分中耳
炎、鼻窦炎、肺炎不需要抗生素，大部分胃肠
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
素，常见的感冒更是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医生郑佳佳介
绍，病毒性感染的疾病、无条件的预防性用药、
无感染征象的发热都不是抗生素的应用指征。
有细菌等病原体感染及特殊条件下预防感染才
需要使用抗生素。一般情况下，不预防性使用
抗生素，特别是广谱抗生素。如因手术要预防
使用，也要严格遵循卫生部颁布的预防用抗生
素的应用指导原则。

春节前夕，黄建权再次提醒：请先打开家里
的药箱，看看名字中有没有包含“菌素”“霉素”

“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
南”字样的药物。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我们不
要在家中储备，更不要自行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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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可

春运这几天迎来人流量高峰期，人在旅途
很容易遇上道路拥堵或人流拥挤的状况，此时
大家不得不忍受憋尿之苦。

憋尿虽然很常见，但要提醒大家，有尿意一
定要及时释放，以免因憋尿憋出身体问题。

就在不久前的跨年夜，杭州一位女大学生
因跨年行程安排得太满，再加上到处都是人山
人海需要排队，导致其憋尿近4小时。等到终于
可以“释放”时却感觉小便不顺畅、尿不完，并伴
有下腹坠痛，尿液也呈粉红色。后去医院就诊，
经检查被诊断为尿路感染。

每次排尿都是对尿道的一次冲刷，可以带
走很多细菌。而憋尿就可能导致细菌沿尿道逆
行，进入膀胱、肾脏，从而引起尿路感染。除此
之外，憋尿的危害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危险，甚至
会让多个器官受伤。

长时间憋尿，会对身体造成如下六种伤害

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憋尿时人高度紧张，
可能会使血压升高，脑血管承受的压力不断增
大，容易诱发脑出血、心率失常，甚至可能猝
死。这样的血压、心率波动，对于有冠心病、高
血压、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尤其
危险，是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危因素。

增加膀胱癌风险。憋尿会加重膀胱负担，
削弱其收缩能力，容易造成尿潴留。此时会进
一步侵蚀膀胱内膜，诱发膀胱炎，甚至膀胱癌。
美国科学家研究报告表明，有憋尿习惯者，患膀
胱癌的可能性要比一般人高出3~5倍。

引发排尿性晕厥。因为不及时排尿，膀胱

长时间充盈扩张，血压就会升高。而当尿液突
然全部排空后，血压又会迅速回落，很容易引起
大脑暂时供血不足，从而发生排尿性晕厥。

造成肾脏损伤。长期憋尿使膀胱内经常处
于高压状态，可导致输尿管开口功能失调，尿液
反流，并发肾盂肾炎，甚至引起肾后性肾功能衰
竭。

诱发前列腺疾病。对于男性来说，如果你
经常憋尿，可能会影响到前列腺的交感神经，
使前列腺腺体收缩，影响前列腺的血液循环，
造成慢性充血和水肿，导致尿道压力增加，加
重前列腺液的淤积，引发前列腺炎、早泄、血精
等。

促进结石形成。排尿有助于排出细菌和
矿物质，如尿酸和草酸钙。若长期憋尿，可导致
尿液内矿物质增加，促进泌尿系结石的形成。

不得不憋尿时，如何避免危害发生？

如果已经预料到可能会出现憋尿的情况，大
家一定谨记以下几点：

出门前先排空膀胱，在不方便上卫生间时减
少饮水量；最好能吃点食物再饮水，食物会像海
绵一样吸附住水，延缓排出时间；如果找到卫生
间，建议无论是否有尿意，都去排空一下，特别是
心脑血管高危人群；如果在路上实在无法保证
上厕所，必要时可以提前准备尿不湿。

有些人喝点儿水就有尿意，是怎么回事？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总是喝几口水就想上
厕所，又懒得一直往厕所跑，所以就把尿憋着
了。

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天大约排 5~8 次小

便。对于那些排尿频率较多的人，可能是哪些
原因造成的？

膀胱容量小。膀胱是储存尿液生成尿液的
重要器官，正常情况下人的膀胱容量为300~
500毫升，但也有些人可能只有200毫升左右。
膀胱体积小的人尿液储存量少，稍微有尿液产
生就会刺激膀胱，产生排尿的信号。

括约肌松弛。括约肌用于控制尿道的闭合
和开放。当括约肌松弛时，膀胱就无法储存过
多的尿液，导致小便次数增加；而当括约肌紧绷
时，膀胱具有较大的储存容量，饮水之后代谢时
间较长，因此，上厕所次数减少。

平时不爱喝水。有些人平时不习惯主动喝
水，非要等到特别渴了才会去喝，时间久了膀胱
也会适应缺水的环境。一旦有水分流入，膀胱
突然受到刺激，就会产生尿意。

血糖水平高。不仅排尿次数多，且尿量也不
少，有可能是内科代谢性疾病，比如糖尿病或多
尿症。血糖水平较高的人，通常存在代谢障碍，
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减弱，尿液中的糖分就会增
多，尿液也会增多，即使喝水不多，也容易频繁跑
厕所。

精神压力较高。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
状态，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和压力，从而促进尿液
的产生排出。

精神压力过大的人排尿次数增多，夜尿频
繁，平时一定要学会疏导情绪，多与他人沟通交
流，及时分散注意力。

总之，建议大家平时就要养成多喝水的好
习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低身体
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喝1700ml，成年女
性每天喝1500ml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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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开始了，人在旅途请注意——

误区一：感冒就用抗生素。病毒或者细菌
都可以引起感冒。抗生素只对细菌性感冒有
用。其实，很多感冒都属于病毒性感冒。

误区二：发烧就用抗生素。抗生素仅适用
于由细菌和部分其他微生物引起的炎症发热，
对病毒性感冒、麻疹、腮腺炎、伤风、流感等患者
给予抗生素治疗有害无益。咽喉炎、上呼吸道
感染者多为病毒引起，抗生素无效。

此外，就算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发热也有多
种不同的类型，不能盲目使用头孢菌素等抗生
素。

误区三：频繁更换抗生素。抗生素的疗效
有一个周期问题，如果使用某种抗生素的疗效
暂时不好，首先应当考虑用药时间不足。此外，
给药途径不当以及全身的免疫功能状态等因素
也可影响抗生素的疗效。频繁更换药物会造成
用药混乱，从而伤害身体，况且频繁换药很容易
使细菌产生对多种药物的耐药性。

误区四：一旦有效就停药。用药时间不足有
可能根本见不到效果；即便见了效，也应该在医
生的指导下服够必须的周期。如果有了一点儿
效果就停药，不但治不好病，即便已经好转的病
情也可能因为残余细菌作怪而反弹。

误区五：抗生素联合治疗。一般来说不提
倡联合使用抗生素。因为联合用药可能增加一
些不合理的用药因素，这样不仅不能增加疗效，
反而会降低疗效，而且容易产生一些毒副作用
或细菌的耐药性。所以合并用药的种类越多，
由此引起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发生率就越高。

误区六：抗生素越贵越好。其实每种抗生
素都有自身的特性，优势劣势各不相同。要因
病、因人选择，坚持个体化给药。

例如，红霉素是老牌抗生素，价格很便宜，
它对于军团菌和支原体感染的肺炎具有相当好
的疗效，而价格非常高的碳青霉烯类的抗生素
和三代头孢菌素对付这些病就不如红霉素。而
且有的老药药效比较稳定，价格便宜，不良反应
较明确。另一方面，新的抗生素的诞生往往是
因为老的抗生素发生了耐药，如果老的抗生素
有疗效，就应当使用老的抗生素。

研究表明，有憋

尿习惯者，患膀胱癌

的可能性要比一般人

高出3~5倍。

憋尿是个危险动作，可能会憋伤全身

抗生素使用6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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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表示，他旗下的脑机
接口公司“神经连接”近日进行了首例脑机接口设
备人体移植，移植者目前恢复良好。

据介绍，“神经连接”公司的首款脑机接口产
品名为“心灵感应”。大脑植入该设备后，只需通
过意念就能使用手机、电脑。

马斯克表示，这款产品的首批使用者将是失
去四肢功能的人。“神经连接”公司表示，这种设备
植入大脑后能够读取大脑活动信号，希望可将其
用于治疗记忆力衰退、颈脊髓损伤及其他神经系
统疾病，帮助瘫痪人群恢复与外界沟通的能力，甚
至重新行走。 （谭晶晶）

美国一公司完成
脑机接口设备人体移植

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发布公告称，研究人员
开发了一个机器学习模型，将自动化实验与人
工智能相结合，以预测一些化学物质的分子如
何发生反应，帮助加速新药的研发过程。

预测分子如何反应对于新药的研发和制造至
关重要。但如果靠反复试验，失败率较高。研究
人员开发了一种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将自动
化实验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用机器学习模型大
大缩短了预测分子反应的过程。

在预测分子反应的结果后，机器学习模型
还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根据需要对复杂分子进行
调整。研究人员表示，与过去调整分子时往往
要从头重建不同，新方法可以只对复杂分子的
某些部位进行调整，从而提高效率。

研究人员表示，上述成果可以帮助化学家
更快找到符合需求的复杂分子，在药物研发等
领域能够有效缩短研发时间。 （欣文）

新研究利用
机器学习加速新药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