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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倪
晶莹）昨日，“三伏贴”在全市各大公
立医疗机构、民营中医医疗机构火热
开贴。记者分别从厦门市中医院、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医学院附
属海沧医院获悉，这三家医院的三伏
贴首贴人数一共超过5000人，单厦
门市中医院就达到4000余人。

厦门市中医院门诊部负责人李
世勇提醒市民，错过昨天的初伏没
关系，可以分别在中伏（7月21日）、
补伏（7月31日）、末伏（8月10日）完
成三伏贴。

昨天早晨7点半，厦门市中医
院开展三伏贴服务的多个科室已经
排起长队，该院临时开辟场地供成

人、儿童贴敷三伏贴。市民王女士
带着3岁的女儿在接受扶阳灸，“她
有过敏性鼻炎，去年就来贴了三伏
贴。”她告诉记者，今年是女儿第二
次接受三伏贴，觉得贴敷后女儿的
体质有明显提升。

在市中医院为三伏贴临时开辟
的贴敷场所中，平均每5分钟，就会
换一批市民贴敷三伏贴。儿科还配
套开展了三伏扶阳灸。此外，还有
成人火龙罐、督脉灸、葫芦灸、八卦
灸等多种中医特色项目。三伏贴这
么受欢迎，“这可能与呼吸道疾病较
高发，目前亚健康人群多见，大家希
望能通过贴敷三伏贴改善相关症
状，提升体质有关。”李世勇介绍。

高温中暑
有哪些征兆？

郭火仲为大家列举了高温中暑
的临床征兆。

中暑先兆：在高温环境下活动
一段时间后，出现乏力、大量出汗、
口渴、头痛、头晕、眼花、耳鸣、恶心、
胸闷、体温正常或略高；

轻度中暑：除以上症状外，有面
色潮红、皮肤灼热、体温升高至38℃
以上，也可伴有恶心、呕吐、面色苍
白、脉率增快、血压下降、皮肤湿冷
等早期周围循环衰竭表现；

重症中暑：除轻度中暑表现外，
还有热痉挛、腹痛、高热昏厥、昏迷、
虚脱或休克表现。

遇到高温中暑
如何急救？

一移：迅速将患者移至阴凉通风
处，使其平卧，同时垫高头部，解开衣
裤，以利于患者呼吸和散热。

二敷：头部先用温水敷，后改用
冷水、冰水敷。

三饮：饮用含盐饮料，及时补充身
体所需的水分，同时补充部分无机盐。

四擦：当高温、高湿、无风，身体
散热困难时，可用冷水或冰水擦浴
至皮肤发红。

五降：当中暑者体温高达40℃
以上，出现昏迷、抽搐等症状时，尤
其是热射病患者的救治，要遵循以
下原则：快速、有效、持续降温；迅速
补液扩容，如果难以口服补充液体，
要静脉补液；控制患者的躁动和抽
搐，拨打120，及时送医。

本报记者 罗子泓
通讯员 李琪彬 毛灵智
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好时

节。昨日入伏，市民网友间开始流
行起一种“零成本”养生方式——晒
背。这种养生方法真的靠谱吗？晒
背时，有哪些注意事项？昨日，记者
就此走访我市多家医院的中医科，
请医生解答。

晒背，顾名思义，就是让背部接
受阳光的照射。

有人从晒背中受益。“原来，我
在冬天晚上必须穿袜子才能睡得
着，否则手脚冰凉……”市民季女士
说，连续两年晒背后，她冬天手脚冰
凉的情况有所改善，生理期肚子痛
的毛病也基本消失。

不过，也有人跟风晒背，吃了苦
头。网友“小树”回忆，自己曾在三
伏天晒了20分钟后背，结果“回到
家全身疼痛，头要炸了的感觉。吃
了一颗止痛药才好。”“晒的时候觉

得挺舒服，浑身舒畅。但晚上洗澡
时却发现后背红了一大片，被医生
诊断为晒伤……”市民张先生说。

“晒背相当于‘天灸’。”厦门弘
爱医院中医科主任尤德明说，人的
后背有两条重要的“阳脉”——督脉
和膀胱经。从中医角度来说，晒背
可以提升人的阳气，提高免疫力，去
除体内的寒湿之气。

为啥要在三伏天晒背？厦门市
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张卫说，
中医有“一年养阳看春夏，春夏养阳
看三伏”的说法，在三伏天调理身体，
能最大限度地调整阴阳平衡，达到夏
季排寒湿，冬季气血通畅的效果。晒
背对“夏天怕冷，要穿长袖吹空调”

“脾胃较差，不能吃凉性食物”以及
“腿脚较重，体内湿气大”等人群比较
有作用。另外，中医常提到的因肝气
郁结、痰湿阻滞或寒湿郁积在体内所
引发的郁症，也可以通过晒背养阳得
到一定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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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背 有人受益有人受伤
中医提醒，要看个人体质，切勿盲目晒

三伏贴昨开贴
医生提醒：错过初伏可补伏，发泡切忌自行挑破

哪些人群
不适合贴？

李世勇表示，总
的来说，三伏贴适宜
的人群是冬病患者，
即阳虚体质、患有寒
性类疾病的患者。慢
病处于急性发作期的
患者，正在发烧的患
者，皮肤敏感、容易过
敏的患者，瘢痕体质
的人群，孕产妇等均
不推荐贴敷。

贴三伏贴
要注意啥？

贴敷后，应避免太
阳暴晒、空调冷气直
吹，四个小时内不要洗
澡或接触凉水。贴敷
期间，慎食辛辣、海鲜、
羊肉、蘑菇等发物。另
外，一般贴敷两个小
时后可将药膏取下，
切勿贴敷时间过长。
初次贴药者、皮肤敏
感者及小儿，可在有
灼热感时取下，约为
半小时至一个小时。
贴敷后出现小水泡一
般不需特殊处理，若
出现范围较大、程度
较重的皮肤红斑、水
泡、瘙痒现象，应及时
就医。个别出现皮肤
过敏的，需立即取下
药膏，并及时到医院
对症治疗。

市中医院成人三伏贴现场市中医院成人三伏贴现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奇辉张奇辉 摄摄））

关注
高温天气

夏季“数九”
宜多吃果蔬

民间有“夏九九
歌”：“夏至入头九，羽
扇握在手；二九一十
八，脱冠着罗纱；三九
二十七，出门汗欲滴
……”以夏至日为起
点，每九天为一九，每
年九个九共八十一
天，来反映入夏后的
天气变化。今天也是

“三九”第 4 天，可以
说厦门已到了一年当
中最热时段。

气象专家提醒，
晴热高温天气下，市民
尽量避免在午间时段
外出活动，户外作业人
员要注意防晒，及时补
充水分，为祛暑热，应
注意饮食调理，早晚食
粥，午餐喝汤，日常多
食新鲜果蔬。

（本报记者 朱道
衡 通讯员 刘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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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疾控中心提醒：
大量饮水、补充盐分和矿物质

预防中暑

晒背
要注意啥？

张卫说，晒背时，
市民可坐在或趴在瑜
伽垫上。不要穿深

色吸光的衣服，不
要暴晒，应打伞
或 用 帽 子 遮 挡
住头部。成年
人每次晒 15 分
钟至 20 分钟，身

体微微出汗即可。
尤德明提醒，体

内热气大，如大便干
燥、小便偏黄，咽喉肿
痛，有炎症、发热等症
状的人不可晒背。对
紫外线过敏，有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冠
心病，气阴两虚或阳盛
体质，孕妇、幼儿、喝完
酒的人群等均不能晒
背，老年人要慎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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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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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
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
卓志强：

手足口病来势汹汹，许多家长深
感担忧，其实该病可防可治。防治手
足口病只需记住18字口诀：打疫苗、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勤通风、晒
衣被。

要预防手足口病，市民朋友尤其
是儿童平时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
物；对儿童玩具和常接触到的物品应
定期进行清洁、消毒，经常换洗晾晒
衣物、毛巾、被子等；尽量不与他人共
用玩具、餐具等日常用品；当前正是
手足口病流行季节，尽量少带宝宝去
人员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场所，避免
与手足口病患儿密切接触。孩子接
种手足口疫苗可降低重症和死亡风
险，建议在1岁前完成接种。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女子跳海
轻生，海域养护工人挺身而出，将其
救上岸。日前，五缘湾海域发生一起
落水救援事件，见义勇为者叫张来
宝，是万嘉清水（厦门）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的一名养护工人。

事发当天，张来宝像往常一样，
正驾船在海上进行打捞作业。突然，
他发现两三百米外的五缘大桥下，有
一名女子在海里挣扎，疑似从桥上坠
落。他赶紧放下作业工具，调转航
向，同时拿起手机拨打报警电话。

船只驶到女子身边，张来宝伸出
双手，紧紧拽住女子。一开始，女子
的求生欲望不强烈，不配合施救，张

来宝劝导她：“警察马上就来了，你有
什么困难可以跟他们说，他们会帮助
你的，千万别想不开。”经耐心劝导，
女子情绪逐渐平复，张来宝赶紧顺势
将女子拉上船。

船靠岸后，张来宝配合警察与救
援人员将女子送上岸。随后，他默默
回到工作岗位，继续海上作业。

张来宝是一名“海上美容师”，也
是万嘉清水救援队的一名队员。据
了解，万嘉清水员工在作业过程中，
时常遇到人员遇险、自然灾害导致的
部分公共设施与系统瘫痪等情况，公
司鼓励他们伸出援手，力所能及地开
展人员救助和抢险救援工作。

因长小疹子
4岁男童进了ICU

夏季是手足口病高发期，厦门市儿童医院
患儿数激增9倍

本报讯（记者 房舒）“不要动，越
动陷越深！”昨日11时左右，在鼓浪
屿西苑沙滩，一名游人想抄近路却被
困在滩涂的淤泥中。来自思明城资
的保洁员魏开方手持竹竿将其救起，
这已是近1个月来魏开方救下的第
二名被困游客。

“我当时正在西苑沙滩附近清扫
垃圾，”魏开方说，沙滩附近游人较
多，他也就比较留意，一旦有人进入
滩涂，他会大声提醒对方。就在他转
身之际，身后传来“啊”的一声。一名
身穿白色上衣的男性游客，双足深陷
在滩涂的淤泥中。

这名游客显然慌了神，用力试图

拔出脚来，魏开方见状赶紧大喊：“不
要动，越动陷越深！”他一边制止着对
方，一边拿来放在不远处的竹竿，递
向对方：“抓住它，我拉你上来。”借助
竹竿，游客很快从淤泥中脱困。

魏开方是思明城资的一名保洁
员，因6月29日同样用竹竿将一名
深陷西苑沙滩滩涂的游客救起，而被
人亲切地称呼为“竹竿大叔”。魏开
方说，事发地附近的沙滩中有片滩
涂，经常有游客因为想抄近路陷入其
中。

昨日，思明城资管理人员表示，
已反馈相关部门在附近加设警示牌，
以防游客陷入滩涂的淤泥中。

鼓浪屿西苑沙滩

游人抄近路被困 保洁员用竹竿施救

■时间：7月5日 ■地点：厦门市儿童医院

五缘湾海域

一女子跳海轻生 养护工紧急施救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陈苹
4岁的贝贝（化名）因为长

小疹子，竟然进了重症监护室
（ICU）。小家伙在病房里哭，
家人在病房外哭。所幸，经过
医务人员精心治疗，贝贝很快
恢复健康，7月5日顺利出院。
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厦门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了
解到，六七月份该院接诊的手
足口病患儿数激增。医生提
醒，手足口病是自限性疾病，多
数可以自愈，如果孩子持续高
烧、精神倦怠甚至肢体抖动，要
及时到医院就诊。

高烧抽搐 4岁幼儿住进重症监护室

6月底，贝贝的手心、足底出现
疹子，一度高烧到40℃，浑身抽筋，
精神倦怠，确诊为手足口病，6月30
日被送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
门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重症监护
室。家长没想到小小的疹子竟然能
把孩子折腾进重症监护室，听着孩子
的哭声很是担忧，在重症监护室外默
默流泪。经过治疗，一两天后，贝贝
情况好转，转入感染科普通病房，全

家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7月5
日，贝贝康复出院。

每年夏季是手足口病高发期。
6月份，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
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接诊手足口
病患儿 580 多例，比 5 月份增长 9
倍。进入7月，手足口病患儿就诊量
仍居高不下，仅7月1日-11日，该院
已接诊手足口病患儿450多例，大多
数为轻症。

目前无特效药 须警惕交叉感染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
院（厦门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卓
志强主任医师介绍，手足口病是由肠
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多发
生于5岁以下儿童。患儿主要表现
为发热，可伴有咳嗽、流涕、食欲不振
等症状，孩子因口腔疼痛而流口水、
哭闹等。手足口病患儿除口腔内会
出现疱疹外，手、足、臀等部位也会出
现皮疹或疱疹。

卓志强提醒，手足口病主要传播
途径为粪-口方式传播，还可通过呼
吸道飞沫传播，饮用或食入被病毒污

染的水和食物后也可感染。手足口病
属于自限性疾病，目前无特效抗病毒
药物，在早期可使用α干扰素喷雾剂
及一些中成药进行抗病毒治疗。家长
要注意监测患儿体温，控制高热，居家
隔离两周，避免交叉感染，同时需清淡
饮食（如鸡蛋羹、肉粥等流质食物），做
好口腔和皮肤护理（如少用洗浴产品
以减少皮肤刺激、剪掉孩子指甲防抓
挠）。如果孩子持续高烧超过1天、精
神状态不好，或出现抽搐、惊厥、肢体
抖动、呼吸异常等症状，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重症病例需住院治疗。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罗
超）上周，厦门市感染性疾病质控中
心主任、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
科薛秀兰主任医师接诊了一位成人
手足口病患者。这是一名30岁左右
的父亲，家里小孩确诊手足口病2天
后，他的手心、脚心长出皮疹，同时口

腔伴有疱疹。该患者就诊时体温正
常，除了咽痛明显和皮疹外无其他不
适。薛秀兰主任诊断手足口病普通
型，给予对症处理，门诊进行随访。

薛秀兰介绍，成人手足口病的症
状与儿童症状相似，预后良好。如果
是重型和危重型，建议住院治疗。

防控手足口病牢记18字口诀

相关 孩子患手足口病，爸爸也中招

图片来源网络

本报记者 陈莼
近期，我市连续出现高温天

气。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群众，
当气温过高人体大量排汗，但水
分摄入不足时，容易导致中暑，请
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高温中暑是在气温高、湿度
大的环境中，从事重体力劳动，
发生体温调节障碍，水、电解质
平衡失调，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系
统功能紊乱为主要表现的一种
症候群。

老年人、婴幼儿、儿童、精神
疾病患者及慢性病患者最易中
暑。同时应注意，在高温天气里
进行重体力劳动或剧烈体育运
动，即使是健康的年轻人也可能
发生高温中暑，甚至死亡。

那么、该如何预防高温中
暑？市疾控中心放射卫生与职
业病处郭火仲表示，最重要的是
大量饮水、补充盐分和矿物质。
同时，注意饮食及休息、穿着合
适的衣物，且高温天气尽量避免
外出。不要将婴幼儿和儿童单
独留在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