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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 4 月 12 日电(记者马晓澄、
徐弘毅)春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业内专
家称，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数量高达 2.4 亿，
其中儿童是“重灾群体”。
　　过敏性鼻炎发病率为何这么高？如何才
能让大家少一些“鼻子的烦恼”？

发病率高，低龄化明显

　　广州小学四年级女生吴比经常鼻痒、
鼻塞、打喷嚏。她的妈妈方女士说，女儿大
约从上小学开始就出现过敏性鼻炎，一吹
空调、受凉或在干燥环境下就打喷嚏、流
鼻涕。
　　“我们一家人都饱受过敏性鼻炎的困扰，
除了吴比，我另外两个小孩也不同程度有过
敏性鼻炎的症状。”方女士无奈地说。
　　过敏性鼻炎是临床常见的慢性鼻病。北
京同仁医院院长张罗表示，中国过敏性鼻炎
患者高达 2.4 亿。由张罗等完成的《中国过敏
性鼻炎诊疗指南》显示，从 2005 年至 2011
年 6 年间，我国成人过敏性鼻炎患病率从
11.1% 上升至 17.6% ，患病人数大约增加
1 亿。
　　儿童是过敏性鼻炎的“重灾群体”。广州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阮岩
介绍，过敏性鼻炎患者是他所在科室接诊病
人中最多的。过敏性鼻炎不仅高发，而且呈现
低龄化趋势。在他个人接诊的患者中，绝大部
分是儿童。
　　阮岩等主编的《变应性鼻炎的中西医
结合治疗》提到了一组数据：我国专家采用
多阶抽样方法，对北京、重庆、广州三座城
市儿童过敏性鼻炎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患病率分别为 14 . 4 6% 、20 . 4 2% 和
7.83%。

　　另外一项针对乌鲁木齐市学龄前儿童的
调查显示，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为 17.8% 到
25.4%，且与年龄的增长成正比。

为何高发难治？

　　为何过敏性鼻炎患病率越来越高？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过敏
性鼻炎的致病因素不断增加。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广东省内，广州市
区 7 到 12 岁儿童自报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
为 23.2%，明显高于粤北韶关的 5.3%。同样，
上海地区针对 3 到 7 岁儿童的问卷调查显
示，城市儿童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病率也
高于郊区儿童。
　　螨虫、花粉、宠物是过敏性鼻炎最常见的
过敏原。阮岩说，对于生活在我国南方地区的

居民，他们主要过敏原是螨虫，这与南方高
温、高湿、多雨的气候适合屋尘螨的传播有
关。北方居民的过敏原主要是圆柏花粉、蒿属
花粉等。
　　另一方面，人与环境的互动减少，导致人
类免疫系统对环境过敏原的反应不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医师李健说，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逐步
发育并受到训练的过程。“人们从婴幼儿时
期跟自然环境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导致
我们的呼吸道、消化道等接触微生物的种
类下降，免疫系统对某些环境的过敏原的
反应和以前不同，过敏性疾病发病率增
高。”
　　不少患者表示，过敏性鼻炎虽经治疗，但
还是多次复发。为何过敏性鼻炎难以根治？专
家表示，作为一种免疫性疾病，过敏性鼻炎还

有很多致病机理没有搞清楚。
　　阮岩说，过敏性鼻炎的流行病学与病因
学研究日臻丰富，目前已发现许多风险因素
易致过敏性鼻炎，包括遗传机制、大气污染、
花粉季节、早期抗生素使用、室内过敏原暴
露等，但其严重程度与病因的相关性尚未
明确。

多管齐下防治

　　专家表示，虽然过敏性鼻炎不会给患者
带来严重的生命健康威胁，但会降低其生活
质量。此外，过敏性鼻炎如没有得到控制，有
20% 至 40% 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可能在人生
某个阶段发生哮喘。
　　鉴于过敏性鼻炎高发和低龄化特征明显
的问题，受访专家建议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有
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和临床救治工作。
　　李健认为，对患者而言，药物是控制过
敏性鼻炎症状的首选措施，可缓解症状、延
长间歇期、减少反复发作。不过医生也提醒，
有医疗机构提出根治过敏性鼻炎的承诺，或
者采用其他一些偏方给予治疗，不仅未必能
治愈过敏性鼻炎，反而可能带来不可逆的危
害，患者需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并听从
医嘱。
　　“经常会遇到患者询问，是否能根治过
敏性鼻炎，或者是否有针对过敏性鼻炎的特
效药。”阮岩说，按照现有的技术手段，过敏
性鼻炎确实很难根治，也没有所谓的特效
药；但经过正规标准化的综合治疗，可以达
到最佳的症状控制，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
　　此外，业内专家认为，绿化工作也需充
分考虑过敏性鼻炎因素。研究表明，花粉传
播季节各种炎性细胞数量均有增加，花粉
过敏与过敏性鼻炎呈现正相关。各地在做
绿化树种和花种规划和种植时，要做好科
学论证，减少由绿化带来的环境过敏原
增加。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李恒、田晓航)春季
是人群过敏性疾病的高发季。各种直径数十
微米、肉眼不可及的气传花粉充斥在空气中，
很多人会出现流眼泪、打喷嚏、流鼻涕、咳嗽
憋气、皮肤瘙痒等症状。
　　专家表示，帮助患者找到致病过敏原后，
医生根据所监测的花粉播散时间段，指导患
者提前两周开始规律使用抗过敏药物，在此
期间根据花粉浓度灵活指导用药，并确认花
粉播散结束两周后再停药，能帮助绝大部分
患者顺利应对过敏季节。
　　“人体免疫系统包括体液免疫系统和细
胞免疫系统，能帮助我们识别并清除外来的
入侵病原体、体内的癌细胞以及衰老死亡的
正常细胞。”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

助理、副主任医师关凯介绍，面对外来入侵
物，正常免疫系统只会对威胁到人体健康的
微生物、病原体进行攻击、剿灭；如果免疫系
统出现了“认知混乱”甚至出现“认友为敌”，
就开始过度攻击进入体内但并不具备威胁
的花粉、食物等，在这一过程中，身体会因

“殃及池鱼”引发免疫炎症，也就引起了“过
敏反应”。
　　“每到过敏季节，生活环境中存在大量可
与正常人同存、但却被过敏体质人群视为敌
人的过敏原，比如花粉。”关凯说，过敏问题关
乎人的健康状态。过敏是源于免疫紊乱，并不
等于“缺乏免疫力”，更不是“免疫力低下”，要
科学、正确认识过敏性疾病。
　　过敏性鼻炎是过敏性疾病最常见的病

种之一。关凯介绍，鼻塞是过敏性鼻炎的四
大症状之首。鼻塞会造成机体缺氧，危害人
们的身体、智力发育，导致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
　　对于过敏性鼻炎的危害，关凯表示，过敏
性鼻炎多数会合并结膜炎，影响视力，还有可
能合并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甚至有 30%
至 40% 的患者会发展成可致死的哮喘。如果
过敏性鼻炎长时间得不到正规治疗，尤其是
在青少年阶段，有可能影响人体颌面部发育，
引发龅牙、“痴呆面容”等危害。
　　专家表示，消极等待过敏性鼻炎自愈是
不可取的。要加强科普知识学习，遵循正规医
院、专业医生的诊治方案，把“小毛病”控制在
萌芽阶段。

　　新华社北京电《参考消息》4 月 1 日刊登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报道《是新冠肺炎、过
敏？还是接种疫苗后的症状？如何区别》。报道
摘要如下：
　　随着春天的到来，再加上新冠疫情挥之
不去，要区分季节性过敏、新冠病毒感染和接
种疫苗后的副作用可能有些难。
　　“过敏症和新冠病毒感染很难区分，尤其
是二者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情况下。”美国诺思
韦尔医疗保健公司长岛犹太医疗中心急诊科
医生弗雷德·戴维斯说。
　　不过，搞清楚三者之间的一些关键差异
可能会使区分它们变得容易。

　　“我总是会问患者发痒和发烧的情况，
这是最大的差异。过敏通常不会发烧，但会
让你感到瘙痒难忍。”医疗保健专家约翰·怀
特提到了新冠病毒感染和过敏的一个重要
区别。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也列出了过敏
和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区别。尽管二者的症
状都可能包括咳嗽、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乏
力、头痛、喉咙痛、鼻塞或流鼻涕，但发烧和发
冷、肌肉和身体疼痛、味觉或嗅觉突然丧失、
恶心、呕吐或腹泻等症状，在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中更为常见。
　　“病毒性感染常会使你发冷或发烧，感觉

非常疲惫。而过敏一般不会导致疲劳，”怀特
说，“过敏也不会让你出现腹泻，但新冠肺炎
会。”
　　至于接种疫苗后的情况，“副作用通常有
手臂疼痛、疲劳，有时还有头痛，这通常是时
间的问题。这些症状一般在接种疫苗后 4 小
时左右出现，在 24 至 36 小时内缓解”。怀特
认为，过敏和新冠病毒感染的相关症状不会
那么快缓解。
　　总的来说，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怎么了
而且担心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你应该
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遵守指导原则，从而避
免疾病的传播。

喷 嚏 鼻 涕 不 止 怎 么 办 ？
专家提醒：要重视春季过敏问题

如何区分过敏与感染新冠

这 种 病 为 何 高 发 难 治 ？
应 对 过 敏 性 鼻 炎 调 查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记者沐铁城）4 月
1 1 日 是 世 界 帕 金 森 病
日，帕金森病是一种以运
动和非运动症状为特征
的常见神经功能障碍疾
病。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
主任医师王含介绍，帕金
森病患者会出现血压波
动，体位性低血压是帕金
森病常见的非运动症状
之一，有 50% — 70% 的
患者会出现该症状，严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帕金
森 病 患 者 应 加 强 血 压
管理。
　　与多系统萎缩相比，
帕金森病患者的体位性
低血压经常是无症状的，
因此并不能引起患者的
足够重视。然而研究 表
明，即便是无症状的体位
性低血压，也会给患者增
加跌倒风险、加重活动障
碍，并且增加健康服务
消耗。
　　患者该如何管理好
自己的血压？“血压在一
天中是持续波动的，如
何治疗体位性低血压需
根据原发疾病和环境因
素特点进行综合考量。”
王含表示，患者应做好
进 餐 和 服 药 的 时 间 管
理，比如三餐应按时正
常进行。如果有使用 升
压药（如米多君），早上
起床前是最合适的服药
时机。晚上就寝前应 避
免饮水，若有夜间高血
压需酌情服用短效的降
压药物。
　　同时，专家建议患者
日常也可以自行使用电子
血压计监测卧立位血压，
在安静的环境中空腹进行
测量。测量过程中如果出
现明显的头晕甚至眼前发
黑，一定要及时终止测量，
立即坐下或躺下，以保证
患者安全。
　　此外，王含提示，治疗
帕金森病的药物多数有降
低血压的作用，因此会带
来额外的血压波动机会。

患者就医前要先检查一下在服药品，确认是
否有降低血压和导致体位性低血压的副作
用。必要时列出服药清单，请专科医生或药师
协助明确是否需要停药、减量、换药或继续服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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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洛杉矶电（记者谭晶晶）美国研究
人员领衔的科研团队 3 月 31 日公布了首个
完整、无间隙的人类基因组序列。与这项重大
成果相关的 6 篇论文当天发表在美国《科
学》杂志上。
　　由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加利福
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华盛顿大学等机构
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科研团队“端粒到端粒
联盟”完成这项研究。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
究所在一份公报中表示，人类基因组含有约
30 亿个 DNA（脱氧核糖核酸）碱基对，完成
这些碱基对的完整、无间隙测序对于了解人

类基因组变异全谱、掌握基因对某些疾病的
影响至关重要。
　　公报说，对完整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分析将
显著增加科学家对人类染色体的认识，从而开
辟新的研究方向。这有助于解答关于染色体如
何分离、分裂等生物学基本问题。研究团队还
利用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发现了超过 200
万个额外的基因变异，这些研究为 622 个与医
学相关的基因提供了更准确的基因变异信息。
　　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埃里
克·格林表示，完成完整的人类基因组测序是
一项重要科学成就，为了解人类 DNA 提供

了首个全面视角。这些最基本的信息将增进
对人类基因组所有细微功能差别的了解，促
进对人类疾病的基因研究。
　　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的重要意义被视为
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相当。人类基因组蕴藏人
类遗传信息，破译它能够为疾病诊断、新药研
发、新疗法探索等带来革命性进步。2001
年，由包括中国在内的 6 国科学家共同参与
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在英国《自然》杂
志上发布了人类基因组草图及初步分析。由
于当时的测序技术所限，这份人类基因组草
图中留有许多空白。

研究人员公布首个完整人类基因组序列

　　（上接 1 版）看中这里良好的气候条件和适于
菌类生长的砂质土壤，1999 年，张分队从河南来到
汉水源村搞起了食用菌种植。由于要用木屑做菌
棒，山上大量的原生木材被耗费。细算“生态账”和

“经济账”后，近一两年，张分队和村干部们决心改
种市场前景更好且对环境损伤较小的羊肚菌，目前
已经在汉水源村种了 60 多亩，成为富民新产业。
　　记者了解，这些年，汉水源村把河道两岸千余
亩可耕地进行了流转，改种茶树、果树等，打造出
一条四季常绿、花团锦簇的观景长廊，既维持住了
汉江源头的水土资源，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以前种食用菌，‘食用’了山里不少木材；现
在种养生菌，养好了生态也富裕了村民。”自称“土
专家”的张分队说，羊肚菌的生长期是每年 11 月
到次年 4 月，正好不占用农民种粮的时间，农民每
年光是参与种羊肚菌的人均收入就有 3000 元。

大家守护：让“源头水”长流

　　清晨，伴着清亮动听的溪流声，汉水源村护林
员张仕明手拿扫帚，把石板步道上的落叶扫得干
干净净。
　　这些年，村里试点垃圾分类回收，野外大片生
活垃圾消失，村民逐渐改掉了乱丢垃圾的习惯，村
里护林员、巡河员的工作量大大减少。
　　“说起这事儿，还是张邦贵给大家带了个好
头。”村民说。十几年前，同村的张邦贵每天拿着火
钳和垃圾袋，在河道旁、山路上往返数公里捡拾垃
圾。当时有人对他说“汉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张
邦贵回答“这条河是咱大家的”。
　　在张邦贵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拿起扫
帚义务清扫垃圾，维护河道清洁，从一个人干变成
了大家一起干。
　　记者了解，现在村民保护汉江的意识大大提
高，自觉做到不在河道里洗衣服、丢垃圾，看到有
游客随地乱扔垃圾时都会善意提醒、劝阻。汉源街
道办和宁强县相关部门也会定期组织志愿者进山
捡拾垃圾。
　　“我们住在汉江源头，会永远守护好这里的山
山水水。”王光俊说。

汉 江 源 头 活 水 来

　　（上接 1 版）14 亿多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是“动
态清零”的群众基础———
　　积极接种疫苗、配合流调溯源与管控安排、参
与核酸检测、做好个人防护……中国人民万众一
心、守望相助，一次次遏制病毒的反扑。最新数据
显示，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 33 亿。

“动态清零”总方针必须坚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
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
反复性，进一步动员起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
持不懈，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能胜利。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坚持“动
态清零”总方针。
　　局部地区被管控，一时不方便，是为了大家
好。一地坚守住，是为了更多地方的平安。
　　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中
国采取更加科学精准的防控措施，全力以赴稳产
保供。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复工复
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坚持防疫、保供并重，解决好老百姓的“燃眉之
急”，正是“动态清零”的题中应有之义。解决好民生
小事，事关“动态清零”大局。处理好疫情防控和民
生保障关系，是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必答题。
　　抗击疫情需要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面对跌
宕反复的疫情，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
决心，凝聚起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我们就一定能
够打赢这场大仗硬仗。新华社北京 4 月 12 日电

坚持“动态清零”

打 赢 抗 疫 硬 仗

　　新华社北京电《参考消息》4 月 6 日登载美国
《大众科学》网站报道《科学家解释，为什么在室内
穿鞋很恶心》。报道摘要如下：
　　如果你踩到某种泥泞或恶心的东西上，你可
能要擦鞋。但当你到家的时候，你总是在门口脱
掉鞋子么？很多人不会。对很多人来说，到家时，
鞋底会拖进来什么是最不会想到的事情。
　　人们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因此在家中是否
穿鞋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你家里积聚的东
西不仅包括灰尘，还包括脱落的毛发等。其中约
三分之一来自室外，要么是被吹进来的，要么是在
鞋底上踩进来的。
　　鞋和地板上的一些微生物是耐药病原体。再
加上柏油路残留物等引发癌症的毒素，你可能会
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你鞋子上的脏东西。
　　科学表明，你家中的铅和你家院子里的铅之
间有很强的联系。这种联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从
院子里吹进来的脏东西，或者是鞋子踩进来的脏
东西，或者是你可爱的宠物毛茸茸的爪子带进来
的脏东西。这种联系表明，首先要确保室外环境
中的物质就留在室外。
　　我们都知道预防远胜过治疗，在家门口脱掉
鞋子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基本而简单的预防
活动。

研究人员：

进家门前换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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