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蜱虫有哪些危害
蜱一般寄生在动物皮肤较薄、不易被搔动的部位。蜱离开动物后附着草上，

可叮人、吸血。全世界已知蜱类 800余种，我国已发现110余种。中原地区常见的
有长角血蜱、血红扇头蜱、微小牛蜱等。蜱在分类上属于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蜱螨
目蜱总科。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俗称，如壁虱、草扒子、草别子、狗豆子等，不同地
区种类有很大差别。它叮咬人的习性和蚊不同，蜱吸血产生的刺激小，不容易让
人觉察，吸血需要在身体上附着一段时间，多数会超过36或48个小时。通常寄生
在鼠类、家畜等体表。一般呈红褐色或灰褐色，长卵圆形，背腹扁平，从芝麻粒大
到米粒大不等。

蜱叮咬人后可引起过敏、溃疡或发炎等症状，一般均较轻微。蜱是媒介生物，
常通过叮咬吸血传播病原体 (病毒、细菌、寄生虫 )使人患病。蜱可传播多种疾病。
已知蜱可携带83种病毒、31种细菌、32种原虫，其中大多数是重要的自然疫源性
疾病和人兽共患病，如森林脑炎、蜱传出血热、Q热、蜱传斑疹伤寒、野兔热、莱姆
病、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巴尔通体感染等，给人类健康及畜牧业带来很大危害。

蜱传疾病极少见人传人现象，但是，接触含有较大量病原的血液或分泌液，
有可能感染发病。 蜱传疾病很多是古老的疾病，长期在我国存在，多数疾病局
限在人迹罕至的地区，人类活动范围内较为少见。近年来新发现的疾病包括2006

年我国在安徽发现首例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病例，2010年在河南、山东、辽宁等地
发现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致死病例。屡屡发现的新病种警示我们，蜱传疾病可能
随着我们退耕还林、改善环境的努力，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疫源地有扩大的趋
势。通过这两次疫情，也提示我们必须重视蜱传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进入树林草地做好防护避免感染蜱虫
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在蜱类主要栖息地如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如

需进入此类地区，应当注意做好个人防护，穿长袖衣服；扎紧裤腿或把裤腿塞进
袜子或鞋子里；穿浅色衣服可便于查找有无蜱附着；针织衣物表面应当尽量光
滑，这样蜱不易粘附；不要穿凉鞋。

裸露的皮肤涂抹驱避剂，如避蚊胺 (只推荐2岁以上年龄的人员使用 )，可维
持数小时有效。衣服和帐篷等露营装备用杀虫剂浸泡或喷洒，如氯菊酯、含避蚊
胺的驱避剂等。

有蜱叮咬史或野外活动史者，一旦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或体征，应当及早就
医，并告知医生相关暴露史，应当对疫区的蜱传疾病保持警惕。即使未发现被蜱
叮咬，从疫区旅行回来的人员也应当随时观察身体状况。

都市中除大型公园、植被茂盛地区外，一般社区内极少有蜱类生存，无需过
分担心生活在都市里会感染上该病。但当携带宠物外出到蜱类生活地区旅行时，
除个人要做好个人防护，离开时要仔细检查宠物体表是否有蜱类附着。

被蜱虫叮咬后如何治疗
蜱虫成虫主要是吸附在动物身上吸血，吸足后落在草丛中产卵。幼虫寻找新

的宿主时可能将路过的人当场宿主，进行吸血。蜱虫本身没有危害，只是他身上
所携带的病菌容易引起疾病。被咬伤后两周内出现发热、肌肉酸痛、食欲不振等
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家里的宠物被咬伤要到宠物医院就诊。

蜱常附着在人体的头皮、腰部、腋窝、腹股沟及脚踝下方等部位，一旦发现有
蜱已叮咬皮肤，可用酒精涂在蜱身上，使蜱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镊子取下
蜱，或用烟头、香头轻轻烫蜱露在体外的部分，使其头部自行慢慢退出，不要生拉
硬拽，以免拽伤皮肤，或将蜱的头部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
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状况。无论是在人体或动物体表，还是游离在墙面、地
面发现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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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蜱，尤其是蜱挤破后的流出物，要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

“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患有肾病”，这让许多人
“谈肾色变”。药品只要不良反应有肾损害的就不敢吃！其
实，许多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分会主
委余学清教授教给大家如何通过注意生活中的细节，来减
少肾损害的发生。

细节一：食品选择别单一

余学清教授介绍，超量的重金属摄入会对肾脏，特别
是肾小管造成损害，这点是已经得到科学研究证实的。因
此建议，购买有机食品或无公害食品是远离重金属污染的
一种方法，另外，饮食尽可能多样化也是有效措施。他解
释，不同的蔬菜种植区域不同，它们对污染物的吸收和残
留也不同，“变着花样”吃，不容易让某种重金属在我们体
内过量蓄积。

细节二：多喝水

肾脏是人体的“净化中心”，其主要功能是清除体内新
陈代谢的产物和毒素，调节机体水盐和酸碱平衡，维持机
体内环境稳定。有害物质最终是通过肾脏代谢排出体外
的，多喝水、多排尿有利于有害物质的排出，自然减少了对
肾脏的损害。

细节三：感冒药别随意吃

很多人感冒不舒服了，就自己去买药吃，吃了不见好
就再买另一种试试，又或者为求好得快，甚至几种感冒药
一起吃，若如果两种以上具有相似成分的感冒药同时服
用，就相当于加大了药物剂量，不良反应的危险性会成倍
增加。因为肾脏对药物是非常敏感的，最终大多要通过肾
脏来排泄至体外。我们日常比较熟悉的感冒药大多含有解
热镇痛成分，具有不同程度的肾脏毒性，如果过过量服用
就可能会导致急性肾损伤，临床上经常能碰到因滥用感冒
药而引起急性肾损伤甚至肾功能衰竭的病例。因此需要遵
医嘱、规范用药。

细节四：中药别长期吃

余学清教授指出，中药的肾毒性要特别引起重视。目
前已经明确可能带来肾损伤的中药成分有木通、防己和马
兜铃酸等，含有这些成分的药物包括八正丸、大黄清胃丸、
导赤丸、妇科分清丸、辛夷丸、纯阳正气丸、当归四逆丸、跌
打丸、冠心苏合丸、十香返生丸等。他提醒，对于本身有肾
脏或胃肠问题的患者，服用这些药物是要特别小心，服用
剂量不要过大，服用时间不要过长，同时也需要密切监测
肾功能及肾损害的情况。还要注意，民间偏方更不能轻易
相信，比如说所谓的“排石汤”或草鱼胆治咳嗽等。

细节五：每年检查肾功能、尿常规

由于肾脏具有强大的代偿性，许多患者肾脏损坏了相
当大的比例时，却仍可能没有任何症状，等有了症状再去
就医，可能已经发展到了尿毒症。血肌酐这个指标虽然重
要，可以反映出肾脏的功能状况，但不能准确反映出肾脏
损伤情况，因为肾脏有极强的储备和代偿能力，10万个肾单
位中有40%的肾单位遭到破坏时，剩下的肾单位仍可能照
常工作，血肌酐仍是在正常范围。只有肾单位的损坏超过
50%时，剩下的肾单位不足以排除身体内的毒素时，血肌酐
才会表现出异常。而尿常规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尿常规
可以检查血尿、尿蛋白，能更及时、更早期提示肾损害的情
况。而且尿常规检查费用低廉，完全无创。

本报记者 任小杰 通讯员 黄媛媛

夏季如何防治蜱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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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至6日，2015首届邮政传媒紫砂茶艺文化品鉴交流会在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东营市分公司举行。高级工艺美术师李霞夫妇莅临现场
与东营壶友零距离交流。现场当代名家的200多件紫砂艺术品，尽显紫砂
的风采和魅力。本届品鉴会特地邀请了云南省知名普洱茶生产企业参
与，与东营茶友共享纯正、高端普洱名茶。

本报通讯员 董建华 摄影报道

五大生活细节让肾脏更健康

为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深入开展，垦利县推行
“4+70”项目为65岁老年人查体，每年享受免费查体“大餐”，
保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2013年，垦利县把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查体工作列入
为民办实事项目，印发了《关于印发垦利县65岁上老人健康
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在完成上级规定的“6+1”(血常
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空腹血糖、血脂和心电图)项目
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实施“4+70”项目，“4”是指扩大4个免费
项目，即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健康指导、纳
入慢病治疗；“70”是指在上级补助资金的基础上额外增加
70元/人，每年为老年人提供1次健康管理服务，免费进行健
康检查、免费建立健康档案，做到无病早预防，疾病早发现、
早干预、早治疗。

今年以来，全县已检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15634人，其
中查出高血压5989人，占查体总数的38 . 31%；糖尿病1346人，
占查体总数的8 . 61%。对发现已确诊的原发性高血压和Ⅱ型
糖尿病等患者已纳入相应的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实施免
费治疗，并定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健康咨询，引导居民合
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本报记者 任小杰 通讯员 张玉峰 邹瑞花

“4+70”免费查体大餐惠及老年人

品茶赏紫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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