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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低血糖发作时有多尴尬”话题登上
热搜。在馒头店站不稳下跪，在澡堂子里晕倒
扶不起来，在军训颤颤巍巍迈步子让人以为要
打人……尴尬的场景让大家忍俊不禁。但是，
低血糖作为我们身边最为常见的症状，严重时
很有可能危及生命。如何避免出现低血糖？

警惕无症状低血糖

什么是低血糖？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
泌内科主治医师谢沂均解释，低血糖是由多种
原因引起的血糖浓度过低状态，血糖降低并出
现相应的症状及体征时，称为低血糖症。对于
非糖尿病患者而言，血糖 ≤2.8 mmol/L 属于
低血糖；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血糖 ≤ 3.9
mmol/L 属于低血糖。

当发生低血糖时会有心慌、冷汗、发抖、饥
饿等表现，甚至出现情绪不稳、头痛等症状。谢
沂均指出，老年患者的低血糖除了会出现典型
的低血糖症状外，还可表现为大脑皮层功能降
低的神经精神症状，如反应迟钝、昏睡、步态不
稳，甚至出现幻觉、行为怪异等精神失常表现，
或者表现为抽搐、肢体瘫痪、昏迷不醒等，容易
误诊为脑血管病。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无症状性低血糖。谢
沂均指出，此类型多见于老年糖尿病患者以及
长期频繁发生低血糖的患者。

可诱发急性心脑血管不良事件

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非糖尿病患者，造
成低血糖危险因素常常包括以下几点：未正常
进食，或者是进食过少；大量饮酒，尤其是空腹
饮酒；剧烈运动，持续运动时间过长，或者空腹
运动。谢沂均表示，上述行为会导致体内对抗
低血糖的防卫机制减弱，进而引发低血糖。

除此之外，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降糖药物
过量、用药与用餐时间不匹配也有可能导致低
血糖的发生。

一旦发生低血糖，可诱发急性心脑血管不
良事件，加快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出现的进程，也
可能诱发或加重患者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形成
恶性循环，甚至死亡。

高危人群可随身携带糖果或果汁

实际上，低血糖是可以预防的。谢沂均表
示，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三餐按时吃，
避免进食过少；尽量少喝酒，避免空腹饮酒，同
时要规律运动，避免空腹运动。而糖尿病患者
要严格遵医嘱服药，注意药的剂量、用药与进餐
时间。随身携带预防低血糖的食物，如糖果、果
汁、饼干等。

遇到他人或者自己发生了低血糖应该怎么
办？谢沂均建议，如果患者处于清醒的状态，最
理想的状况是给患者口服15-20克葡萄糖来缓
解；其次就是进食含糖果汁、软饮料、牛奶、糖
果或其他点心。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患者出现低血糖症状
但是陷入昏迷，一定要马上拨打急救电话，第一
时间就医诊治。因为一旦低血糖持续时间超过
6小时，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低血糖发作时有多尴尬上热搜

专家提醒
或危及生命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吴丽婷

秋冬季天气渐凉，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时期。骤降的温度容易导致血管收缩，引起血
压增高，甚至可能出现局部血流受阻，诱发老年
人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如脑卒中。

定期进行危险因素自我筛查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
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阻塞导致血液
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
通常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即脑梗死）和出血性脑
卒中（即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两大类。

在我国，脑卒中是居民的第一位死亡原因，也
是成年人残疾的首位病因，据《中国卒中中心报告
2020》显示，2020年我国40岁以上人群中患脑卒
中人数约为1780万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
担。它可导致肢体瘫痪、言语障碍、吞咽障碍、认
知障碍、精神抑郁等，具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
残率高和死亡率高以及经济负担重的特点。

“脑卒中是可防可控的。”中山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教授陆正齐表示，“老年
人在秋冬季节应当注意保暖，可预防心脑血管
意外的发生。除此之外，平时还需要控制好血
压、血糖、血脂，定期进行卒中危险因素的自我
筛查，积极治疗相关的疾病。”

预防脑卒中发生，控制体重非常重要。超
重和肥胖者可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良好的饮
食习惯、增加体力活动等措施减轻体重，有利于
控制血压、减少卒中风险。

知多D

行动迟缓、肢体僵硬要当心这种病

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帕金森的发病率也
逐渐增高，它是一种常见的中老年人神经系统
变性疾病。公开数据显示，中国 65 岁以上的老
年人帕金森患病率为 1.7%。

提到帕金森，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手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教授
彭福华介绍，帕金森病的核心症状其实是行动
迟缓、肢体僵硬，还有一些患者表现为非运动症
状，比如焦虑、忧郁等精神症状，也需要警惕。

医生提醒，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早发现和早
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在出现以上征兆时应及时
送医，可以控制病情进展，以免引起相关疾病的
严重后果。

天气渐凉
老人警惕脑卒中

羊城晚报记者 刘欣宇 通讯员 周晋安 甄晓洲

近日，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引
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记者走访广州
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东省妇幼
保健院等了解目前儿童肺炎支原体
肺炎的感染和治疗情况。医生提
醒，疾病痊愈需要一定的时间，家长
不要过于心急。

平均4-6年出现感染高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呼吸
内科主任医师曾强介绍，今年从7月
份开始，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接诊到的感染肺炎支原体患儿明显
增多，而且是七八岁孩子较多，少部
分患儿出现“白肺”现象。目前的急
诊、儿科门诊也有流感病毒、合胞病
毒、腺病毒、鼻病毒等感染病例。

一般来说，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在 4-6 年间会有一个感染高峰期。

“前些年由于新冠疫情，我们的防护
措施做得比较到位，人群少聚集、免
疫刺激少了，因此儿童肺炎支原体感
染的情况也会减少。”曾强解释。据
统计，在 2019 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
疗中心支原体肺炎住院病例数为
1501例，2023年1-10月为542例。

轻症患儿首选阿奇霉素

曾强介绍，依据《儿童肺炎支原
体肺炎诊疗指南（2023 年版）》，治疗
上分成三块：一般治疗，即给孩子营
养支持，多喝水、多休息；其次就是
抗感染治疗，首选阿奇霉素，副作用
小、服用方便；重症的孩子需要对症
和支持治疗。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深汕
中心医院药学部主任刘春霞提醒，
像阿奇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
治疗后 72小时，要根据体温等情况

初步评价药物疗效。简而言之，就
是在用药3天后，阿奇霉素会在人体
内保持有效的抑菌浓度，并可以持
续4天以上。也就是说，虽然看似停
了4天的药，但体内仍有足够抑制病
原体的药物浓度，因此可以停药4天
后再用药。

感染后3-6个月体内
有抗体

对一部分孩子来说，支原体是
自限性疾病，在患病期间也能吃能
睡，只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康复，但
也有少部分患儿康复时间会更长一
些。在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儿中有
10%-40%会发展为肺炎，且多见于
5岁及5岁以上儿童。一般来说，治
疗严重的支原体肺炎至少需要两三
周。但家长往往对孩子治疗的预期
很高，“最好两三天就好，不耽误学
业，家长也不用长时间请假”，因此
容易心急。

刘春霞提醒，阿奇霉素治疗后
仍不好转，特别是8岁以上的孩子可
考虑换药。有研究显示，多西环素
对患儿退热时间、咳嗽缓解时间、肺
部啰音消失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
阿奇霉素，肺内病变吸收率也高于
阿奇霉素组，原因可能与肺炎支原
体对多西环素较敏感有关。

但是对于8岁以下的儿童，多西
环素的使用属于超说明书用药。四
环素类药物可通过与钙离子结合形
成复合物在牙齿沉积，如果在牙齿
发育期间使用四环素类药物，可能
导致永久性牙齿变色或牙釉质发育
不全。

值得一提的是，儿童感染过肺炎
支原体后，3-6个月内身体中都有支
原体抗体，再次感染的概率比较小。

医疗大咖来助阵，科普热情拉满

2023大湾区健康科普大赛
火热进行中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刘苡婷 刘庆钧

不用心急
或需两三周才能痊愈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实习生 王楠 通讯员 周密 谭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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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耳道进了异物
怎么办？”“抽血为什么
要空腹进行？”“年轻人
也会得肠癌？鼻塞如
何缓解？”今年9月，多
家医院、高校、企业等
单位在2023大湾区健
康科普大赛中“各显神
通”，针对这些日常的
健康小疑惑给出了答
案，掀起了一股健康科
普热潮。本次大赛参
赛者人数众多，投稿作
品达一千余件，评审主
席团专家阵容强大。
日前，大赛已结束网络
投票阶段，专家评审正
在进行中，后续将举行
线下颁奖活动。

全国各地医院里“支原体肺炎”来势

汹汹，患儿数量明显增加。家有支原体肺

炎娃如何护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的医生为我们支招。

如何居家护理？

让孩子多卧床休息，保持空
气流通，温度 20℃左右，湿度在
60%左右，以防呼吸道黏液变得
干燥不易咳出；孩子的用具和玩
具可以通过开水烫、太阳暴晒，
或使用消毒液等方式进行消毒；
做好隔离，防止交叉感染。

多翻身变换体位，通过拍背
排痰，加速呼吸道的恢复，孩子
呕吐时家长可以稍稍抬起孩子
臀部，这样有助呕吐物和痰液排
出，还能防止呕吐引起的误吸。

孩子咳嗽容易引发舌咽反
射产生呕吐，按需顺应喂养，多
喂水，少食多餐，补充水分；饮食
清淡易消化，忌煎炸、高糖、高脂
食物。

食疗推荐

百合银耳粥

鲜百合 50 克，银耳 10 克，大
米 100 克。将百合洗净，银耳温
水发开，洗净切碎，与大米同煮
为粥。可补肺养心，健脾生津。

秋梨汤

新鲜鸭梨洗净切块，加水煮
汤，每天喝几次。可改善频繁干
咳症状。

如果孩子同时
有呼吸时费力，比
如三凹征（即吸气
时 锁 骨 上 、肋 间 、
胸骨上或者胸骨下
凹 陷）、喘 息 等 症
状，很可能已经是
重症肺炎了，要马
上去急诊。

发热

出现以下症状要及时就医

孩 子 反
复高烧，且持
续 3 天 以 上
不能缓解。

咳嗽

阵发性、
成串咳嗽；早
期干咳，后期
有 痰 且 较 剧
烈，甚至影响
吃饭和睡眠。

呼吸
增快

在 孩 子 平
静的状态下，数
胸廓的起伏，一
起 一 伏 是 一 次
呼吸，呼吸明显
增快。

三凹
征

据了解，2023 大湾区健康
科普大赛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羊城晚报社）、广东省新闻学
会、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
创意产业促进会、广东省基层
医药学会、广东省护士协会联
合主办，广东省网络文化协会、
广州健康城市促进会协办，羊
城晚报教育健康部、羊城晚报
大健康研究院承办，旨在给医
疗健康行业机构和从业者打造

一个权威、专业、利民的科普发
声平台，同时发掘一批优秀科
普作者和作品，营造良好的健
康科普社会氛围。

自 9 月 1 日启动以来，本次
大赛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高度
关注和重视，全国各地两百多家
医院、机构、企业踊跃参与，累计
参赛人数达两千人。他们分别
围绕妇幼健康促进、视力保健、
健康生活方式、慢性疾病预防等

多个主题，将各类健康知识传递
给大众。

据统计，经过一个月的作品
征集，大赛组委会共收到 1076
件视频及图文类健康科普作
品。经过初审，908件科普作品
进入网络投票环节。网络投票
期间，科普爱好者们对本次大赛
高度关注、积极转发，纷纷为自
己心仪的作品拉票打 call，热情
值拉满！

参赛主题多样，科普热情拉满

2023 大湾区健康科普大赛
组委会邀请了 9 位来自医疗领
域的知名权威专家以及传媒行
业大咖，组成权威、专业的评审
主席团。

据了解，本次评审主席团
由全国名中医、广州中医药大
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
张忠德担任主席，广东省医师
协会会长、广东省人民医院首
席专家吴一龙，羊城晚报报业

集团（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杜传贵，中山大学附属第
六医院荣誉院长、结直肠外科
教授汪建平，广东省医学科学
院副院长、广东省基层医药学
会会长陈汝福，中山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院长、骨科学科带头
人戎利民，中国卒中学会副会
长徐安定，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岭南肿瘤所所长林
丽珠，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组成强
大阵容。

评审阶段结束后，大赛组委
会将以“专家评分（权重 70%）+
网络投票（权重 30%）”的方式对
作品分数进行统计，确定入围名
单，后续将举行线下颁奖活动。
获奖作品将在大赛官网、“羊城
晚报岭南名医”微信公众号以及
羊城晚报新媒体渠道进行展示
宣传。

评审阵容强大，权威专家齐聚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儿科副主任罗菲介绍，支原体
肺炎表现为反复的发热咳嗽，热
退以后，咳嗽的时间比较持久，早
期是以刺激性的干咳为主，后期
以痰咳为主，咳白色黏痰。“早期
的肺炎支原体引起的肺炎，可能
肺部症状不明显，但是去照胸片，

就 已 经 有 肺 炎 的 表 现 。”罗 菲 提
醒，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非常迅
速，发病两三天后就有可能出现
较严重的肺部病变。

医生提醒，如果孩子出现以下
这些情况，要考虑肺炎支原体肺炎，
应及时前往医院积极治疗，以免延
误病情发展为重症。（见表）

什么情况应怀疑感染肺炎支原体？

儿童支原体肺炎在中医中归属
于肺炎喘嗽范畴，病机关键为肺气
郁闭，以开肺化痰、止咳平喘为基本
治疗原则，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中药饮片、中药颗粒剂，或服用蒲地
蓝消炎口服液、蓝芩口服液、四季抗
病毒合剂等中成药等。

推拿也是辅助治疗支原体肺炎
的方法之一。每天为患儿清天河水

50 次、清肺经 50 次、运内八卦 50
次、揉按天突50次、揉乳根穴50次、
揉乳旁穴 50次、揉肺俞 50次、推揉
膻中穴50次、分推肺俞穴50次。若
患者伴有风寒症状，应加按风池穴
50 次、推三关 50 次；若患者伴有风
热症状、应清大肠经 50 次、清心经
50 次、开天门 50 次、推涌泉 50 次。
每日治疗1次、5 天作为1个疗程。

中成药+推拿，助力抗肺炎

支原体感染的症状，一般是渐
进性的干咳为主，可伴有头痛、咽
痛，但发烧多数为中等程度的发热。

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也以发
热、头痛、肌肉酸痛为主，不少人出
现味觉和嗅觉的丧失。发热可以达
到 39℃-40℃，咽喉疼痛可以像刀
割一样。

流感的症状和新冠病毒感染类
似，但有明显的季节性，秋冬季节容
易流行。可以引起肺部炎症。

普通感冒的症状相对较轻，一
般有受凉、劳累等诱因，主要表现为
流鼻涕、鼻塞、打喷嚏等，发热比较
少，全身症状也比较轻。发生肺炎
的概率较小。

如何区分
肺炎支原体感染、新冠、流感和普通感冒？

家有支原体肺炎娃
如何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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