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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阳

近一阶段的咳嗽以干
咳为主，持续时间比较长，
可能与病毒本身有关，也
和寒冷的气候和早期的用
药有关系。大多数儿童的
咳嗽其实还是与痰湿有
关，虽表现出干咳，但却是
因为痰湿并没有完全排
出，病证以寒湿蕴肺、脾虚
痰湿或是肺热痰凝为主，
所以医治要以温化寒痰、
健脾化痰和清热化痰为主。

如果孩子怕冷，流清
鼻涕，夜间咳嗽较重，大便
不成形，舌苔白腻，需要注
意保暖，多服温热食品，可
以适当用一些葱、姜、蒜辛
温散寒。

如果孩子体型偏胖，
喜食肥甘厚味，喉中有痰
鸣声，舌苔胖大有齿痕，且
比较厚腻，需要控制饮食，
少吃零食，忌甜食和水果，
可以吃陈皮、山楂、茯苓等
健脾化湿的食物。

如果孩子口唇起泡，
口腔有溃疡，嘴唇比较干
燥，大便秘结，舌质红，苔
黄厚腻，可以用川贝炖梨
清热化痰，少吃油炸、烧
烤、炒货。

除了用药，还可以选
用针灸治疗。针灸既可以
治疗咳嗽，又可以预防感
冒和过敏性疾病。孩子怕
针可以选择穴位贴敷，主
要的穴位有天突、檀中、肺

俞、膏肓、定喘、迎香。
内经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

瘟”。在冬春交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保暖。去年冬天北方比较寒冷，流感
种类多、感染人群不少，咳嗽感冒伤了
一些孩子的肺气。在春天来临的时
候，肺气较弱的孩子还易患过敏性疾
病，所以要重点预防感冒，可以用防
风、生姜、苏梗、荆芥做好预防工作，最
好带孩子到中医院，遵医嘱使用。

（作者系解放军总医院中医医
学部派驻第三医学中心中医科主治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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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精准
修复免疫细胞

戴耳机入睡 戴耳机乘车 单耳戴耳机

小心三招让耳聋找上你

一些遗传性基因缺陷会导致过度的免疫
反应，这可能给患者带来致命伤害。在一项
最新研究中，德国科研团队借助CRISPR-Cas9
基因编辑工具，纠正了这些缺陷，使免疫反应
正常化。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近日出版的
《科学·免疫学》杂志。

家族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
（FHL）是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通常发生
在18个月以下婴幼儿身上，死亡率很高。它
由阻止细胞毒性T细胞正常起作用的基因突
变引起。细胞毒性T细胞专门分泌各种细胞
因子参与免疫作用，对某些病毒、肿瘤细胞等
具有杀伤作用。FHL患儿如果感染EB病毒，
细胞毒性T细胞无法消除感染的细胞，会导
致免疫反应失控。而这会引发细胞因子风暴
和过度炎症反应，影响整个人体。

在最新研究中，德国马克斯·德尔布吕克
分子医学中心研究人员使用CRISPR-Cas9基
因编辑工具，成功修复了小鼠和两名危重婴
儿有缺陷的细胞毒性T细胞。修复后的T细
胞功能正常，小鼠也从FHL中恢复，相同策略
也适用于两名患病婴儿。

（李霞）

■ 何嫙

牛黄解毒片是不少人“上火必服”药。一出
现便秘、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脸上起痘等自觉
上火症状，就要用牛黄解毒片“清火”。因为效
果好、方便快捷、价格亲民、性价比高，牛黄解毒
片成为家庭必备药。

雨水节气已过，虽然近几日全国大部分地
区出现冷热拉锯战，升温到来是迟早的，一些人
逢春易上火也是难免的。

那么什么症状可以使用牛黄解毒片？它有
哪些用法？怎样算是超量使用？超量使用会导
致哪些问题呢？

源自古方，内外兼用

牛黄解毒片是由牛黄解毒丸改变剂型研制
而成。最早见于元代《咽喉脉证通论》中牛黄解
毒丸的基础上加减变化而来，由人工牛黄、雄
黄、生石膏、大黄、黄芩、桔梗、冰片、甘草等8味
中药组成。中国药典1977年版和1985年版均
收载此品种。

方中牛黄味苦、性凉，入肝、心经，清热凉
心解毒，用为君药。生石膏辛、寒，清热泻火、
除烦止渴；黄芩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大
黄苦寒，清热泻火、泻下通便，共为臣药。雄
黄、冰片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桔梗苦辛而平，
宣肺利咽，共为佐药。甘草甘平，调和诸药，为
使药。

本药主要功效为清热解毒，适用于实火上
攻、火热毒邪内炽、上扰清窍所致的咽喉肿痛、
牙龈肿痛、口舌生疮、目赤肿痛等症。从西医角
度讲，适用于急性化脓性感染，如急性结膜炎、
急性牙龈炎、急性扁桃体炎、口腔溃疡及皮肤疮
疖等。如果是虚火上炎的患者服用此药就会导
致身体更加亏虚，症状更明显。而脾胃虚寒、大
便稀溏的患者则应禁用。

牛黄解毒片还可以外用：研末儿外用可治
疗乳腺炎、虫咬性皮炎、带状疱疹、化脓性中耳
炎等疾病。

治乳腺炎时，将牛黄解毒片细粉与酒糟混
合后调成膏状，取少许敷在患处，上盖无菌纱布
固定，每天换药两次即可。

治虫咬性皮炎时，将其细粉用水调成糊状，
取适量敷患处，上盖无菌纱布固定，每日换药3
次。

治带状疱疹时，将其细粉用生理盐水调成
糊状，每天换药3~4次。

治化脓性中耳炎时，先用双氧水（过氧化
氢）将患者耳内洗净，再用棉签拭干，将适量细

粉吹入耳内，每天1次。

安全用药，不可过量

牛黄解毒片属于处方药，但管理并不十分
严格，滥用情况时有发生。

其配方中含有大黄、黄芩、生石膏、牛黄、冰
片等药物，毒性较低，唯有雄黄毒性最强，用量

又大，其主要成分为三硫化二砷，含砷约75%、
硫24.9%，遇热易分解氧化，变成有剧毒的三
氧化二砷，即俗称的砒霜，其毒害作用可影响
到神经系统、消化系统、造血系统和泌尿系统
等，造成慢性的砷中毒。

慢性砷中毒患者的表现，除有头痛、头晕
等症状外，突出表现为皮肤损害，症状为皮肤
色素沉着、皮肤角化过度、疣状增生及皮肤

癌。色素沉着以躯干、臀部和大腿等非暴露部
位多见，呈雨点状或广泛的花斑状黑色或棕褐
色斑点。也可有胃肠功能障碍、肝脏肿大及四
肢麻木等症状，严重者肝功能有明显损伤。

一般而言，牛黄解毒片服用原则是“中病即
止”——就是“一旦有效就停止使用”，切忌过量
或长期服用，须按适应证及其服用剂量吃药。

成年人服用牛黄解毒片/丸的最高剂量是
大片剂（0.6 克/片）每天不超过 6片，小片剂
（0.3克/片）每日不超过9片。连续服药2~3
天，产生效果了，就可以停药，一般服药时间不
超过1周。

若服药后大便次数每日 2～3次者应减
量，服药3天后症状无改善或加重者，应停药
并到医院就诊。

三种牛黄解毒片，同宗不同用

市面上除了牛黄解毒片、康氏牛黄解毒
片，还有京制牛黄解毒片。京制牛黄解毒片中
含有牛黄解毒片中除雄黄以外的所有药味。
另外还含有黄连、黄柏等一系列清热药味。康
氏牛黄解毒片中含牛黄解毒片中除生石膏以
外的所有药味。牛黄解毒片和康氏牛黄解毒
片中都含有雄黄，而京制牛黄解毒片中不含雄
黄，这大大增强了药物的安全性。

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用于火热内盛，
咽喉肿痛、牙龈肿痛、口舌生疮、目赤肿痛。

京制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用
于肺胃蕴热引起的头目眩晕、口鼻生疮、风火
牙痛、暴发火眼、咽喉疼痛、耳鸣肿痛、大便秘
结、皮肤刺痒。

康氏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用于肝肺蕴热、风火上扰引起的头目眩晕、口
鼻生疮、皮肤刺痒等疾患。风火牙痛亦可随
时噙化。

服用牛黄解毒片/丸时，如果正在使用其他药物，应先咨询医生
再使用。这些药物包括：

洋地黄、地高辛等强心苷类药：联用会产生协同作用，增强心肌
收缩力，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和传导阻滞；

苯巴比妥等中枢抑制剂：合用会增强中枢抑制作用；
磺胺类、氨基糖苷类等抗生素：促使磺胺类药品在肾小管形

成结晶，损害肾小管及尿道的上皮细胞，从而造成结晶尿、血
尿、尿闭及肾损害；导致氨基糖苷类药抗菌能力下降；可形成难

溶性络合物影响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抗菌药、奎尼丁和异烟肼
的吸收；

维生素B1、B6：联用会降低两种药的疗效；
阿司匹林类、抗酸药：与阿司匹林联用，可诱发、加重胃、十二指

肠溃疡；与抗酸药合用会产生酸碱中和，从而降低或失去抗酸药治
疗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的作用；

噻嗪类利尿药：可加重噻嗪类药所致的低血钾症；
降糖药：可降低降糖药的疗效，导致糖尿病患者病情加重。

■ 张小六

在校大四女生小文有戴耳机听音乐入睡的
习惯，在某体检中心做入职体检时，她被告知听
力有障碍。疑惑的小文找到了耳鼻喉科医生问
道：“耳朵明明能听到声音，为什么体检时却说
听力有障碍呢？”对此，医生表示，能听到普通声
音，并不代表听力健康。人耳的正常听力范围
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小文被查出的听力
障碍是对高频声音的感知障碍。如不及时就诊
并纠正不健康的用耳习惯，她的听力障碍还会
持续加重，甚至不排除发展成耳聋的可能。

噪声性耳聋盯上年轻人

耳机是一项比较伟大的发明，这样说毫不
过分，它可以让扬声器直接固定在耳朵两侧，突
破了音响聆听的很多限制性因素。这也令很多
人在使用的时候更加自由，随意在任何时候都
可能聆听——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有的音乐爱
好者已经养成了习惯，在睡觉的时候不听音乐
很难入眠，只有在戴着耳机随着音乐才能入睡，
但这样使用耳机是不健康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戴着耳机出门非常
时尚，还能享受独立空间。尤其身处公交、地铁
等嘈杂环境中，会不自觉地调大耳机音量，有时
甚至超出了身体承受范围。要知道，一些立体
声耳机噪声强度可达120分贝，不知不觉中，就
成了噪声性耳聋的受害者。

长期戴耳机，意味着近距离高分贝的噪声
持久刺激人体内耳，易造成内耳毛细胞损坏甚
至死亡，从而导致噪声性耳聋，而这种听力损失
往往是不可逆的。因此，在使用耳机时，音量应
控制在以能听清楚为佳，时间不宜过长，最好不
要超过30分钟。要间断休息，出现耳鸣和耳
背，应及时就医，并暂停使用耳机。

入耳式耳机是目前主流耳机产品之一。由
于入耳式耳机更接近鼓膜，声波传播的范围小而
集中，对耳膜听觉神经的刺激比较大。所以，耳
机声音不要超过手机音量的60%，使用时间尽量
控制在一小时内。也可以选择一些带通气孔的
耳机，这样一来，声音进入外耳道后，还能漏出一
部分，不至于所有声音压力全部通向鼓膜。

人的耳朵里有一种毛细胞，毛细胞是听觉
细胞，外毛细胞有12000个，内毛细胞仅仅只

有3500个，数量十分稀少。最重要的是，毛细
胞损伤以后是不能再生的，毛细胞损伤会对耳
蜗的神经部位的听力有影响，如果听力一直在
损伤的话，是无法修复的，听力只能走下坡路。
耳机损伤听力主要是由于使用不当。

耳朵在大于100分贝的大音量情况下，超
过一小时就可能造成听力不可逆转的永久性损
伤。尤其是在嘈杂的环境中，听耳机会造成耳
朵听力的超负荷，使耳朵对声音的灵敏度降低，
还可能会有耳鸣、耳朵疼痛、听力下降等症状。

目前研究证明，在连续使用耳机6个小时
以后，就会对人的耳朵造成听力损害。
耳朵里塞着耳机，贴着鼓膜，鼓膜
在连续几个小时音乐的震动下，
长时间接收声音刺激，容易损伤
鼓膜，也会加速鼓膜等听觉器官
的老化。

正确使用耳机注意六点

减少耳机使用时
间，连续戴耳机听音乐
的时长控制在一个小时
之内。不能使耳朵过度
疲劳，超过一小时以后
就要摘下耳机，让耳朵
休息一会儿。如果是在
家听音乐的话，可以外
放。

降低音量听音乐，耳机音量控制在最大音
量的50%，精确点儿来说最好在60分贝以下。
可以调到只要音乐不失真、能听清的最小范围。

千万别戴着耳机睡觉，睡前想听点儿轻音
乐助眠的话，可以用手机外放。可设置20分钟
定时关闭。

不要在嘈杂的环境中听音乐。当你发现在
嘈杂环境中音量调大到60%的时候还听不清
那就该摘下耳机了，再接着听只会损伤耳朵。

使用高品质的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主动
降噪耳机可以很好地保护听力，减少听音乐时
的噪声影响。

还要提醒大家，戴耳机时，尽量双耳同时
戴。只戴一只耳机会使一侧大脑皮层过度刺激
和劳累，容易出现耳痛、头晕、耳鸣等症状。但
降噪耳机不适合户外走路和骑车时使用，因为

使用者感受不到外界声音，易产生安全隐患。
不好的戴耳机习惯对听力的损害都是无声

无息，短时间内的损伤难以引起注意。但是长
时间错误地使用耳机，就会让听力提前衰退。
所以一定要注意正确方法，养成良好的习惯。

（作者系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北院
放射科主任医师）

■ 郑显发

今年的雨水节气，是从2月
19日开始，到3月4日结束。雨
水节气意味着降雨量增大。对农
作物而言，正是生长发芽、万物萌
动的时节；对于人体而言，阳气要
慢慢升发了。从中医角度来说，
此时养生要健肝疏脾。同时，由
于雨水前后，早晚温差大、湿气
重，要注意呼吸道疾病的防治。

俗话说：立春雨水到，早起晚
睡觉。冬去春来，白天渐长，黑夜
渐短，自然界的阳气渐长，作息时
间也应天而调。故雨水时节要晚
睡早起，才有利于肝气的升发，保
证一天的好心情。

这段时间养生需要注意以下
四个原则。

一是饮食的养生保健。雨水
时节，空气湿度增加。尽管这段
时间气温较低，但天气寒中带
湿。若此时吃燥热的食物，如辣
椒、油炸食物等，过了几天，不但
喉咙痛，甚至可能高烧。雨水就
是“湿气”，要食用味甘性平稍温
的食物或药食两用之品来健脾利
湿。如藕、茼蒿、荠菜、春笋、山
药、芋头、荸荠、甘蔗、红枣、燕麦
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但食饮有度，
不能过量。

二是起居的养生保健。俗话
说“春困秋乏”。雨水时节，人是
容易困的。如看书，很快疲倦，易打瞌睡。此
时，泡杯茶喝。根据地域不同选择适合的茶
叶，比如北方寒冷地区选择茉莉花茶，南方选
择绿茶等。既有提神解困的作用，又有一定
的营养。

三是不要急于换春装。雨水节气，寒气
始退，阳气升发，此时机体调节功能还跟不上
天气的变化，稍不注意，伤风感冒等疾病就会
乘虚而入。虽然天气渐渐回暖，但冷空气活
动仍较为频繁，还需要“春捂”。不需要穿防
寒或防雨的冲锋衣，棉质衣服可以更好地透
气。

四是运动养生保健。这是一个适于运动
的季节，建议多散步，暂缓激烈运动。

医药前沿前沿

近日刊发在英国《自然·老化》杂志上的
一项新研究指出，大规模筛查研究结果显示，
检测血液蛋白或可在症状出现十多年前识别
阿尔茨海默病等痴呆症高危人群。

来自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
了英国生物医学数据库采集的5万多名健康
人士的血液样本，其中1417人在采样后14
年内患上了痴呆症。研究人员发现，在筛查
的 1463 种血液蛋白中，有 4 种蛋白（GFAP、
NEFL、GDF15和LTBP2）的水平超标情况与痴
呆症密切相关。

该研究显示，在日后患痴呆症者的血液
样本中，这4种蛋白水平在症状出现前的十
多年就已超出正常范围。研究还发现，血液
中GFAP蛋白水平较高的人患痴呆症的可能
性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患阿尔茨海默病的
可能性是正常人的近3倍。

研究人员利用参与者被正式诊断前十多
年的数据，预测了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
3种痴呆症的发病率，准确率约为90%。

研究人员表示，该发现可用于研发血液
检测新方法，以识别患痴呆症的高危人群。
但新的生物标志物在用作临床筛查工具之前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研究人员指出，人们通常只有当注意到
记忆出现问题或其他症状时才会去医院进行
诊断，而一旦被诊断出患痴呆症则为时已晚，
因为这种病可能已发展多年。

（郭爽）

检测血液蛋白或可提前
十多年识别痴呆症高危人群

季节防病防病

牛黄解毒片与其他药物联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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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到来易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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