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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由恢复常态化诊疗工作的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简称
“杏林分院”）主办，园博社区协办的“雷
锋精神代代传，医鹭仁心护健康”暨3·24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义诊活动在厦门市集
美区园博社区举办。来自杏林分院肺
科、神经外科、妇产科、内科、儿科、康复
科和骨科的8名专家到场为居民提供义
诊和健康咨询服务。

义诊于4月1日下午举办。当
天下午3点不到，前来问诊的居民

已有序在现场等候，一些知名专家的义
诊桌前还排起了长龙。有居民专门带
上了就诊病历本、体检报告、彩超报告
单、CT报告单等向专家请教。

“阿伯，您有高血压、高血糖，不可
轻视，要注意清淡饮食，适当进行锻
炼。”“在家可以使用热敷，注意保暖，尽
量少爬楼梯，避免提重物。”现场护士边
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边提醒，并贴心
地将测量数值写在便签上，方便居民给
专家查看。

义诊过程中，杏林分院的专家细致
地为前来问诊的群众检查身体，耐心询
问既往病史和用药情况，并为其答疑解

惑，提出针对性治疗建议。现场志愿者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详细介绍肺
结核病的感染来源、主要症状、传播途
径等基本知识及防治方法，并向过往群
众倡导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积极参加
各种体育锻炼，增强自身体质，增强自
我保健意识。

此次活动，通过分发结核病健康
知识宣教手册、现场咨询、义诊等服
务，大力宣传健康科普知识，倡导健
康、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增加居
民对结核病等疾病的了解和认识，引
导居民树立健康观念、培养健康行
为、提高健康素养，携手打造健康社

区。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

党总支书记陈秋月说：“自杏林分院恢
复常态化诊疗工作后，致力于将优质的
医疗资源覆盖周边社区。作为集美居
民家门口的医院，我们医生要多跑点，
让居民轻松点，尽量解决老百姓的就医
难题，保障他们的健康，树立起每个人
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健康意
识。下一步，杏林分院将继续与周边的
社区形成共建关系，充分发挥医联体的
优势，为居民送上心贴心、面对面的优
质诊疗服务，为提升全民健康多作
贡献。”

本报讯（记者 陈莼）近日，我市监测
数据显示：发热、流感病例数及监测到的
流感阳性标本数，在近两周呈现出明显增
长趋势。厦大附属中山医院急诊部副主
任修亦斌表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急诊科
发热患者明显增多，每天接诊成人发热患
者百余人，儿童发热患者百余人。修亦斌
提醒广大市民：科学预防流感，适当备药
不囤药。

流感起病急，大多为自限性

修亦斌介绍，流感主要通过空气飞沫
传播，也可以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
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
的物品也可能引起感染。在人群密集且
密闭或通风不良的房间内，也可通过气溶
胶的形式传播。流感起病急，大多为自限
性。轻症流感常与普通感冒表现相似，但
其发热和全身症状更明显。主要以发热、
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起病，可有畏寒、寒
战，多伴肌肉关节酸痛、乏力、食欲减退等

全身症状，常有咽喉痛、干咳，可有鼻塞、
流涕、胸骨后不适、颜面潮红、眼结膜充血
等。重症病例可出现病毒性肺炎、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休克等肺外表现及多种并
发症。

治疗流感需科学正确用药

那么，感染流感后要如何正确用药？修
亦斌表示，目前使用较多的是奥司他韦的口
服剂型（包括颗粒剂和胶囊剂），该药在儿童
中用药经验较多、使用方便，对于甲型和乙
型流感均有效。部分医院还有静脉用的帕
拉米韦和吸入用的扎那米韦。此外，奥司他
韦可能对部分乙型流感的疗效不如甲流，这
种情况下，如果是12岁以上的乙型流感患
者，可以考虑使用玛巴洛沙韦，在症状出现
后的48小时内，只需要口服玛巴洛沙韦片1
次，就能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神药”奥司他韦可预防流感吗？答
案是可以。流感的预防包括非药物预防
和药物预防，《儿童流感诊断与治疗专家

共识（2020版）》药物预防部分有推荐，5
岁以下的小朋友是流感的高风险人群，与
流感患者密切接触后2日内开始用药，预
防时的每次用量和治疗时一样，每天只需
要口服一次，疗程是7—10天。奥司他韦
说明书显示预防流感疗程至少10天。

疫苗接种是预防的第一道防线

当然，疫苗接种才是预防流感的第一
道防线，奥司他韦不能取代流感疫苗，但
可能抑制减毒活流感疫苗的复制，继而影
响疫苗效果。所以使用减毒活流感疫苗2
周内不应服用奥司他韦，在服用奥司他韦
后48小时内也不应使用减毒活流感疫苗。

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
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老
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员
等流感高危人群，应该每年优先接种流感
疫苗。对于尚未接种流感疫苗的高危人
群，在流行季期间积极接种流感疫苗，仍
能起到很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市疾控中心发布4月健康预报

警惕误食
河豚毒蘑菇中毒
本报讯（记者 陈莼）根据我市传染

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数据，结合国
内外传染病疫情动态，经专家会商评估，
预计今年4月，我市需特别关注的传染病
有：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重点预防食
源性疾病：细菌性食物中毒、河豚鱼中毒、
毒蘑菇中毒。重点预防伤害：虫媒伤害。

流感发病较急，一感染会出现发热、
畏寒、全身酸痛等全身症状，同时伴有咽
痛、咳嗽等症状。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
引起的一种儿童常见传染病，多发生于6
月龄-5岁儿童，尤其是3岁以内儿童最为
常见。每年4月-7月是我市手足口病的
高发季节。手足口病传染性极强，容易在
托幼机构和学校出现暴发，学校老师和家
长要注意防范。

2月-5月是河豚鱼产卵时节，也是所
谓的河豚最肥美的时候，此时毒素含量最
高，如加工烹调方法不当，食用后发病急
且剧烈，潜伏期10分钟-3个小时。早期
患者有手指、舌、唇刺痛感，然后出现恶
心、发冷、口唇及肢端知觉麻痹，心血管系
统出现心律失常，血压下降，最后可能因
呼吸中枢和血管运动中枢麻痹而死亡。
预防野生河豚鱼中毒最有效方法是不捕
捞、不买卖、不食用不认识的野生河豚
鱼。此外，部分杂鱼干可能会混有野生河
豚鱼干，购买时要注意甄别、剔除野生河
豚鱼。春季毒蘑菇中毒事件屡见不鲜。
毒蘑菇中毒的表现多样，常见症状包括恶
心、呕吐、腹痛、幻视幻听、谵妄等，以脏器
损害最为凶险，死亡率高。

随着天气回暖，蜱虫等病媒生物也进
入活动、繁殖的高峰。厦门市疾控中心提
醒广大市民，外出郊游踏青时应注意避免
昆虫叮咬。

300名中医药专家
共商传承发展

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研究分
会学术年会在厦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倪晶莹）近日，由中
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研究
分会、厦门市中医院联合承办的“传承创新，推进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鼓浪屿高峰论坛暨中华中医药学
会名医学术研究分会学术年会在厦成功举办。来自
北京及广东、福建等十余个省（直辖市）的300余名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谈中医药传承发展之实践举
措、愿景规划。

多名业内中医药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医药行业
受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
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制度供给前所未有。中医药高
质量发展仍待提升创新能力，未来应借创新这个“发
动机”，让中医药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加速度更快。

在学术报告环节，国医大师张大宁、杨春波、毛
德西等分享学术经验。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福
建省名中医、厦门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黄源鹏也在
大会做专题学术报告分享学术经验。

流感多发 如何科学防治？

健康义诊进社区 服务居民零距离
厦大附一杏林分院恢复常态化诊疗，进社区开展结核病义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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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附一杏林分院的临床专家在仔细查看居民带来的影像图像厦大附一杏林分院的临床专家在仔细查看居民带来的影像图像。。

小小支架撑起呼吸通道
厦大附属中山医院开展先进的呼吸介
入治疗，帮助疑难症患者恢复自由呼吸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石青青 王玲）吴女士
气管重度狭窄，随时可能窒息危及生命，近日，医生巧
手为她放入支架，撑开狭窄部位，打通呼吸之门。

吴女士3年前查出甲状腺肿瘤晚期，肿瘤侵犯
气管，无法实施外科手术，只能药物治疗。近1个月
来，吴女士稍微活动就喘不过气，大多数时间要半卧
或坐在床上睡觉。她到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做
CT检查，发现气管上段被肿瘤压迫了80%，呼吸通
道阻塞严重。气管是呼吸通道，直径不到2厘米，一
旦受阻会带来致命后果。

像吴女士这种情况，按常规方法得切开气管。
她害怕颈部留下伤口，不愿意做气管切开。厦门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简称“呼吸
科”）介入团队慎重考虑后为其手术放入支架，打开
了生命通道。术后，吴女士气管通畅，血氧饱和度回
升至100%。

据了解，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是国家
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福建省临
床重点专科，设有钟南山院士名医工作室，近年来持
续开展先进的呼吸介入治疗，帮助许多疑难症患者
恢复了自由呼吸。

中西医结合
治愈慢性盆腔炎

专家提醒：治疗慢性炎症，需调整
生活习惯提高免疫力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陈锋）林女士反复腹
痛、腰酸，被诊断为盆腔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却效
果不佳。最近，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采取中西医结合
的方法为其治疗，林女士的症状终于消失了。

盆腔炎是一组疾病的统称，包括子宫内膜炎、输
卵管炎、输卵管卵巢脓肿、盆腔腹膜炎等，主要表现
为下腹坠胀痛、腰骶部酸痛等。子宫腔内手术操作
后感染、机体抵抗力较低、病原体上行感染、邻近器
官炎症蔓延、经期同房、性生活不洁等均可导致盆腔
炎。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专家提醒，盆腔炎若未
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彻底，容易反复发作，发展为输卵
管堵塞，导致不孕、宫外孕、慢性盆腔痛等，严重影响
女性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因此，一旦确诊盆腔
炎，应及时到正规医院治疗，且不要擅自停止治疗，
以免病情反复发作增加治疗难度。

对于急性期盆腔炎，抗生素治疗有效，而慢性期
单纯使用抗生素往往效果不佳，可联合中医综合治
疗。根据中医理论，盆腔炎症主要是湿、热、毒邪与
人体正气交争于宫内，蕴积成脓，影响气血运行，湿
热瘀积于体内所致。急性盆腔炎治疗原则是清热解
毒利湿、凉血行气解毒，联合抗生素，能减少抗生素
使用量、缩短疗程，有效缓解临床症状；对于慢性盆
腔炎，可以采用中药或中成药内服加中药保留灌肠、
中医烫熨贴、旋磁热疗法以及红外灸、耳穴、揿针等
物理治疗的方法，促进盆腔血液循环，减少炎症渗
出，改善组织营养，促进粘连部位的松解和盆腔包块
的消散。

医生提醒，治疗盆腔炎，防止复发，还要调整生
活习惯，比如少穿紧身裤、避免经期同房等。尤其要
注意的是，女性免疫力低下，则容易感染病菌，导致
盆腔炎症。因此，平时要多运动，保持营养均衡，不
要节食减肥，避免过度操劳。

厦门市公安局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调整电动自行车严管路段的通告
厦公综〔2023〕49号

厦门市公安局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4月11日，市公安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综
合治理的通告》，在思明、湖里区划定了31条电动自行车严管路段，同年12月
8日调整为33条。为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研究，决定扩大电动自行车严管路段，新增石亭
路和金山路为电动自行车严管路段。以上严管路段禁止电动自行车违规驶
入和停放（在思明、湖里区登记上牌的民生服务行业电动自行车除外）。对违
规驶入或停放在思明、湖里区严管路段的电动自行车，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
查扣，并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我市有关管理规定，配
合有关执法管理工作。对于阻碍执行职务、妨害公务、袭警等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思明、湖里区电动自行车严管路段（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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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名
镇海路

湖滨南路
湖滨西路
湖滨中路
湖滨东路
厦禾路
嘉禾路
鹭江道

禾祥西路
莲前西路
云顶中路
莲前东路
仙岳路
金山路

前埔南路
思明南路
思明北路
仙岳路
金尚路
嘉禾路

湖里大道
火炬路
金山路

枋湖北二路
海天路

五缘湾道
（南段）
石亭路
金山路

起终点
鹭江道路路口至新华路路口
湖滨西路路口至嘉禾路路口
厦禾路路口至湖滨北路路口
厦禾路路口至仙岳路路口
厦禾路路口至仙岳路路口

思明北路路口至湖滨东路路口
湖滨南路路口至湖滨北路路口
镇海路路口至湖滨西路路口

湖滨中路路口至白鹭洲路路口
嘉禾路路口至金尚路路口
莲前东路路口至吕岭路路口
金尚路路口至前埔东路路口
湖滨中路路口至嘉禾路路口

吕岭路路口至虎仔山西路路口
环岛干道路口至莲前东路路口
思明东路路口至寿山路路口
思明东路路口至厦禾路路口
嘉禾路路口至禾山路路口

吕岭路路口至枋湖北二路路口
南山路路口至湖里大道路口
嘉禾路路口至长岸路路口
嘉禾路路口至新丰路路口

仙岳路路口至五缘湾道（南）路口
枋湖西路路口至金尚路路口
华泰路路口至凤湖街路口

穆厝南路路口至金山路路口

湖滨北路至湖滨中路
仙岳路路口至金钟路路口

序号
1

2

3
4
5
6
7

行政区划
思明区

思明区

思明区
思明区
思明区
思明区
思明区

路段名
湖滨北路

筼筜路
（沿湖）

建兴路
建业路
白鹭洲路
公园东路
同安路

起终点
湖滨西路路口至长青路路口

湖滨北路路口至建兴路路口

湖滨北路路口至筼筜路路口
湖滨北路路口至筼筜路路口
湖滨北路路口至厦禾路路口
厦禾路路口至公园南路路口
新华路路口至公园南路路口

本报讯（记者 陈莼 通讯员 张舒
姗）春天一到，很多小伙伴就开始有过敏
烦恼。记者从厦大附属中山医院了解到，
今年3月以来，过敏性鼻炎的就诊量比去
年同期涨了近四成。那么，应该如何预
防？如何缓解症状？厦门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邬晓力主任医师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开展预防和治疗：

●避免接触过敏原
建议保持家庭环境的清洁卫生，尽量

避免过多接触宠物及毛绒玩具等。可以
适当使用生理性海水清洗鼻腔，避免过敏

原长期在鼻腔内存留；也可使用一些阻隔
剂以隔绝花粉或螨虫等，减少鼻黏膜与过
敏原的接触。

●药物治疗
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以减少发作次数

和提高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在鼻炎发
作时，使用抗过敏药和鼻用激素来缓解症
状，对于成人患者及儿童患儿是较为安全
的。适当使用药物可以有效降低疾病对
日常学习生活的影响。在用药的过程当
中经常会遇到患者间断用药，不规范用
药，这个对于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控制来说

是不好的。我们建议大家一旦用药，就应
该在过敏的这个周期坚持用药，一般来讲
用药一个月到三个月是非常安全的。

●免疫治疗
这是一种对因治疗的方法，是世界卫生

组织公认的唯一针对过敏性疾病病因的治
疗方案。其目的在于减轻或消除过敏症状、
减少抗过敏药物的使用、阻断过敏进程、减
少过敏相关疾病的发生。如针对螨虫过敏，
采取舌下含服脱敏或皮下注射脱敏，对于特
定患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过敏性鼻炎
的发作频率，明显提高生活质量。

春季到鼻子闹 如何应对过敏性鼻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