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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或臀部出现疱疹不要刺破
手足口病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如患儿玩具、食物、已污染

的手等，对于一般患儿，居家隔离至体温正常，皮疹基本消退，大
约需7至10天。

对于已经出现发热的患儿不论其温度高低，都应嘱咐多喝
水，给予温水擦浴、额头敷凉毛巾、腋窝、腹股沟处放置冰袋等物
理降温，如高热予退热剂降温，持续高热者应及时送定点医院就
诊。对于手足或臀部出现的疱疹，应避免刺破疱疹，引起皮肤感染
及病毒扩散，等待病情恢复，皮疹自行消退；已破溃者涂抗生素软
膏或碘酊等消毒，防止诱发细菌感染。口腔疱疹往往导致患儿疼
痛、流涎、拒绝进食、哭闹等，应注意保持患儿口腔清洁卫生，溃疡
者可予锡类散喷患处，给予易消化，柔软食物，以补充能量和营
养，持续不能进食者应住院，尤其对于幼小患儿，避免出现脱水、
电解质紊乱等。

及早识别重症手足口病例：家长是患儿病情变化的第一观察
者，对已经诊断为手足口病或疑似手足口病的患儿更应注意以下
病症并及早就诊：持续高热或体温反复波动，精神萎靡不振或异
常哭闹、惊恐；出现肢体抖动，尤以入睡后显著；出现肢体活动障
碍如下肢无力、站立行走不稳；出现手足发凉等症均提示重症化，
需立即住院。

预防手足口病做到“四个行动”
预防手足口病关键是家长和儿童要做好“四个行动”。“洗手

行动”，正确洗手是最简便有效的健康干预，家长在接触儿童前，
处理粪便、呕吐物或更换尿布后都要用肥皂或洗手液及流动的水
洗手，外出归来、饭前便后都要给儿童洗手。“清洗行动”，要及时
清洗、曝晒或消毒尿布，勤晒衣被；经常清洗、消毒儿童使用的餐
具、奶瓶、奶嘴、玩具和其他物品。“开窗行动”，经常开窗通风，保
持室内空气清新。“保护行动”，做好自我保护，幼儿在手足口病的
高发季节应尽量少去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

手足口病具有一定的季节性，自限性的特点，家长既要充分
重视也不必惊慌失措，轻症手足口病可以居家隔离治疗，密切观
察病情演变极为重要。

手足口病进入高发季节
家庭防治必不可少
本报记者 任小杰 通讯员 夏军国

随着气温
的升高，又到
了手足口病多
发的季节。手
足口病是由多
种人肠道病毒
引起的一种儿
童常见的感染
性疾病，也可
引 起 成 人 感
染。大部分患
儿的症状比较
轻微，以发热
及手、足、口腔
等处出现疱疹
或皮疹为主。
目前无特异性
的治疗方法，
以对症支持治
疗为主。绝大
多数患者可自
愈，少数患儿
可发生神经源
性肺水肿、脑
炎、无菌性脑
膜炎、心肌炎、
急性弛缓性麻
痹等症状，个
别重症患儿的
病情进展快，
甚至会导致死
亡。

大蒜，又叫蒜头、大蒜头、胡蒜，是蒜类植物的统称。呈扁球形或短圆锥形，有
浓烈的蒜辣气，味辛辣，有刺激性气味，可食用或供调味，亦可入药，是天然的药
食同源佳品。大蒜的作用与功效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抗癌
国外研究发现，大蒜中的含硫化合物能促进肠产生一种酶或称为蒜臭素的

物质，通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阻断脂质过氧化形成及抗突变等多条途径，消除
在肠里的物质引发肠道肿瘤的危险。大蒜中的锗和硒等元素可抑制肿瘤细胞和
癌细胞的生长，实验发现，癌症发生率最低的人群就是血液中含硒量最高的人
群。美国国家癌症组织认为，全世界最具抗癌潜力的植物中，位居榜首的是大蒜。

2、抗衰老
大蒜里的某些成份，有类似维生素E与维生素C的抗氧化、防衰老特性。
3、抗疲劳
有人研究发现猪肉是富含维生素B1的食物之一，而维生素B1与大蒜所含有

的大蒜素结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发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的作用。
4、保护心血管
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在每人平均每日吃生蒜20克的地区，人群因心脑血

管疾病死亡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无食用生蒜习惯的地区。研究发现大蒜中的精油
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作用，达到预防血栓形成的效果。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受
试者每日食用生蒜50克，连服6天后血清总胆醇、甘油三脂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的含量均明显低于试验前的含量。有多项研究显示，抽烟及酗酒会使血液粘稠
度明显增加，但如果同时食用生蒜，就会部分抵消这一不良作用。

轻度高血压患者，如果每天早晨吃几瓣醋泡的大蒜，并喝两汤勺醋汁，半月
后血压会降低。此外，经常食用生蒜的高血压患者，也有益于血压降低。

5、杀菌作用
大蒜是天然的植物广谱抗菌素，大蒜约含2%的大蒜素，大蒜素有很强的杀菌

作用，它进入人体后能与细菌的胱氨酸反应生成结晶状沉淀，破坏细菌生存所必
需的硫氨基生物中的巯基，使细菌的代谢出现紊乱，从而无法繁殖与生长。大蒜
的杀菌能力是青霉素的1/10，是当前发现的天然植物中抗菌作用最强的一种。对
多种致病菌如葡萄球菌、脑膜炎、肺炎、链球菌及白喉、痢疾、伤寒、副伤寒、结核
杆菌和霍乱弧菌，都有明显的抑制或杀灭作用，可预防感冒，减轻发烧、咳嗽、喉
痛及鼻塞等感冒症状。另外，它还能杀死多种致病真菌与钩虫、蛲虫、滴虫等寄生
虫。因此生吃大蒜是预防流感及预防肠道感染病的有效方法，但应注意大蒜素在
高温下易被破坏，而失去杀菌作用。

大蒜所具有的这些潜在功效，对预防和改善粥样动脉硬化、防治心脏病、
降低高血压、预防和治疗感冒等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是防病治病的药食同源
佳品。

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康秀芹) 6月1日，东营市人民医院
产前诊断中心远程优生遗传咨询门诊正式开诊，两名患者通过市人民医院远程
会诊中心视频与山东省立医院产科主任王谢桐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咨询，得到满
意答复，这是省内首例远程优生遗传咨询会诊。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四位孕妇做
了远程优生遗传会诊。

据东营市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薄其芳医生介绍，首次开诊的两位孕妇，胎儿
均为染色体异常(俗称“傻孩子”)。分别为2号染色体三体、21号染色体三体(嵌合
型)，属于罕见病例，山东省立医院产科主任王谢桐就病人病情进行了详细询问
和认真分析，建议终止此次妊娠，并对再次妊娠注意事项、夫妇双方需要进一步
检查项目逐一指导，消除了患者的疑虑，取得良好效果。11日，又有两名孕妇做了
远程优生遗传咨询会诊。

薄其芳医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生“二胎”的高龄、高危孕妇
增多，导致胎儿出生缺陷高发。这四名孕妇都是高龄产妇，年龄在40岁以上，都是
生“二胎”。做好产前诊断及优生遗传指导，最大限度的降低缺陷儿出生，提高人
口素质，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为此山东省立医院产前诊断中心于今年5月份
面向全省开设了远程优生遗传咨询门诊，使其精湛的技术和优良的服务惠及更
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促进县市级医院与山东省立医院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患者足不出户，在家门口通过网络视频，就能解决遗传病产前诊断疑难问题，
大大方便了患者，缓解就医难问题。

目前抗生素滥用已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曾有新闻报道自来水中
检出多种抗生素，现在又有新闻说对上海、江苏等地的在校学生尿
液检测，有58%的孩子尿中可检出一种抗生素，四分之一的孩子检出
两种。

造成如此现状，有两种原因，一是人为乱服，二是被动吃入。第
一种现象的存在主要是目前我国抗生素管理不合理，药店可以不用
处方随意购买，老百姓对抗生素缺乏了解，认为只要是病了就应该
用抗生素。抗生素曾一度被称为消炎药，老百姓很容易就接受了，只
要是病就认为有炎症，似乎给应用抗生素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很多来儿科就诊的发热孩子超过一半都在家先服用了抗生素，
很大一部分孩子为病毒性感冒并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我有个朋友的
孩子9个月大了，体温高达39度，要求开点消炎药，而实际上并没有
使用指征，经过我半个小时的解释工作，孩子家长依然不肯放弃，

‘都烧这么高了，不用点消炎药行吗？’其实，病毒感染引起的发热往
往是比细菌感染更常见、也更为重些。以上抗生素的使用是人为现
象，源于公众科普知识的缺乏，需要公众媒体做正面引导。第二种原
因是被动吃入，主要来源于食物，一些动物性食物中的抗生素残留，
这是为了给动物治病或防病，如禽蛋奶等。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也
是前面说的学生群体中尿检抗生素超标的主要原因。

抗生素被叫消炎药由来已久，就这样在民间流传开来，甚至是
有的医生也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真正的消炎药并不是抗生素，而
是指糖皮质激素及布洛芬等药物。感冒的孩子使用抗生素主要危害
是身体内细菌耐药率会增高，真正需要使用的时候往往需要使用更
高级的药物才能控制。另外是对肠道正常菌群的破坏，由此会引起
肠功能的紊乱，有的还会引起真菌感染，孩子的鹅口疮就是这样引
起的。还有就是肝脏肾脏的毒副作用也是比成人要大得多，因为孩
子正是生长发育阶段，各脏器均不成熟，而药物都需要经过肝肾代
谢才能排出体外。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输液不行，吃点总没事吧，口
服用药也不行的，你想想孩子为什么加辅食都需要6个月以后呀，还
不是因为身体发育未成熟的原因吗，食物都是这样，药物就更不可
随意吃了，特别是6个月前的孩子。

抗生素不是万能药。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并不能包治百病。儿科
什么样的病可以用抗生素呢？如肺炎、化脓性扁桃体炎、猩红热、细
菌性痢疾，这些疾病一般来讲是需要用到抗生素的，而且要足疗程
足量应用。而对于儿童的上呼吸道感染、幼儿急疹及正在就行的手
足口病等明确为病毒感染的疾病，是不能用抗生素的，这时候可能
是越用越麻烦。

想和大家说的是，其实不单抗生素的使用，只要是药物就不可
随意乱用，孩子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药物的毒副作用较之成人会更
严重。孩子感冒后出现的发热等表现是体内免疫机能活跃的标志，
对身体是有益的，是机体抗病的过程，且不可一见发热就用抗生素，
具体的使用标准由专科医生掌握。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呼
吁社会控制饲养业的抗生素使用。

滥用抗生素
危及儿童生长发育
本报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于朋

市人民医院与山东省立医院成功实施

省内首例远程优生遗传咨询会诊

孕妇正在做远程优生遗传咨询会诊。 本报记者 吕增霞 摄

药食同源佳品——— 大蒜
本报记者 任小杰 通讯员 罗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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