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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小心面瘫搞“偷袭”
本报讯（记者 鞠圣娇）7月16日一大

早，聊城市民孙瑞（化名）刚起床就感觉右
脸特别僵硬，右眼也闭不上了，吃饭时咀
嚼也受到影响，还流口水。是没睡好，还
是得了什么病？孙瑞赶紧来到聊城市人
民医院脑科医院就诊。

在该院功能神经外科门诊，孙瑞见到
了副主任医师惠浴祚。原来，孙瑞这是得
了周围性面瘫，为面神经管内面神经的非
特异性炎症引起的周围性面肌瘫痪。

而造成面瘫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吹
空调。进入夏季，连日高温、高湿的天气
让很多人在睡觉时也开着空调，甚至将温
度调得非常低，孙瑞也是如此，吹了一整

夜空调，他就感觉不舒服了。
“面瘫是常见病，又称为‘面神经炎’，

也叫面神经麻痹或特发性面神经麻痹，夏
天患病，大部分都是因为受了寒冷的刺
激。”惠浴祚介绍说，气温越低，面瘫发病
率越高，如夏天长时间直吹空调、电扇，或
者有的女性敷着含水面膜入睡等，都极易
引发此病。

患者面神经受损伤，会引起神经支配
区的病变，就会出现额纹消失、讲话漏风、
口角歪斜、鼻唇沟变浅等情况，甚至连基
本的抬眉、闭眼、鼓嘴等动作都无法完
成。面神经麻痹的诱发因素为寒冷，发病
与季节更替存在相关性，多是在免疫力低

下时受到寒冷和病毒感染诱发。
有的面瘫患者只感觉脸上被薄膜覆

盖，拖了一周才来就医；有的面瘫患者因
为嘴角歪斜，以为自己得了脑卒中……

“其实，只要及时就诊、规范治疗，面瘫在
1—2个月内就可以恢复，有的患者甚至不
需要住院。”惠浴祚表示，及时的医学干预
可以帮助面瘫患者尽快康复，如尽早使用
糖皮质激素以减少面神经肿胀；尽早服用
抗病毒药物和甲钴胺、维生素B1等药物营
养神经；对于细菌或真菌引起的面神经麻
痹，尽快使用抗生素；眼睑闭合不全的患
者有可能导致暴露性角膜炎症，严重的还
会引起失明，因此白天要经常使用滴眼

液，晚上使用眼药膏。如果面瘫发病后未
及时就诊，使用药物或针灸治疗效果一般
的患者，还可以选择面神经微血管减压
术，帮助骨管内的面神经释放压力，使面
神经不再向缺血坏死方向发展。这种手
术的最佳时机是发病两个月后至一年内，
患者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窗内进行治疗。

聊城市人民医院脑科医院功能神经
外科团队提醒市民，预防面瘫要减少受
风，所以夏天要尽量避免空调冷风、电风
扇直吹，如果室外风大或者气温较低时应
避免开窗睡觉。日常保证休息时间，增强
体质，开车、乘车时，不要把窗户开小缝直
吹，因为这样的风速更快、威胁更大。

谨防中暑 及早干预

市中心医院救治一名热痉挛患者
本报讯（记者 鞠圣娇）“真没想到，中

暑还能进医院，这入伏了，更得小心。”7月
17日，说起自己因热痉挛住院的情况，34
岁的聊城市民李成（化名）唏嘘不已。

前不久，李成在高温密闭环境中连续
工作12个小时，出现了头晕、恶心的症状，
随后开始四肢抽搐、意识模糊。工友发现
后拨打了急救电话，聊城市中心医院急诊
科医师检查发现，李成的体温高达39℃，
结合症状，判断其为热痉挛，将其收入重

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闫冉迅速组

织抢救。热痉挛是重症中暑的一种，表现
为高热、意识障碍、抽搐、昏迷，会造成不
可逆的脑损伤，处理不及时会导致多脏器
功能衰竭。经过紧急降温、补液、补充电
解质等积极措施，李成的体温逐渐恢复正
常、意识变得清晰，但他的心脏、肝脏、肾
脏等都损伤严重，重症医学科为其进行了
3天的脏器功能支撑，严重损害的脏器开

始恢复稳定。一周后，李成转入内科病房
继续治疗，目前已经出院。

“患者高热不退，检查显示心、肝、肾、
肌肉系统出现了不同程度损害，且伴有低
钾、低钠、低氯等电解质紊乱的情况，所以
我们结合病史判断是热痉挛，而不是感冒
等其他可能引起发烧的疾病。”闫冉说，快
速而及时的救治是挽救热痉挛等重症中
暑患者的关键。

闫冉提醒市民，入伏后，天气持续高

温、高湿，市民要注意补水、防暑。出现中
暑症状，第一时间脱离中暑环境，降温，补
充含盐水分。如果中暑进一步加重，出现
呕吐、肌肉痉挛等症状，就发展到了热痉
挛，继续发展就是热衰竭、热射病。如果
最开始有轻度不适能被及时发现、处理，
就不至于发展到最严重的情况。快递员、
环卫工人等露天或高温作业者，体质较弱
的老年人、孕妇及儿童都是易中暑人群，
更要注意防暑降温。

2022年三伏天的时间是7月16日至8月24日，共40天，前后10天分别是初伏和末
伏，中间20天是中伏，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的日子，各类健康问题也会接踵
而来，合理膳食、莫贪凉对养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适量吃“三瓜”
本报记者 孙克锋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
蛋，这是古人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出的经
验，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凡事都要适
度，饮食不宜过量，八分饱即可。”7月16
日是入伏第一天，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谷万里谈起他的养生秘笈。

谷万里说，瓜类大多能清热化湿，入
伏后还应适量吃“三瓜”。

吃苦瓜。苦瓜的“苦”，才是营养的关
键和精髓。中医认为，苦瓜味苦，有清热
解暑、清心除烦、健脾开胃、益气解乏、益
肾利尿的作用。如果发现自己身上长痱

子，就可以在餐桌上加入苦瓜。
吃丝瓜。丝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植物黏液、木糖胶等物质，全身都
可入药，而且丝瓜可谓是三伏天里清热
泻火、凉血解毒的好帮手。

吃冬瓜。冬瓜能清热化痰，除烦止
渴，降火解毒，利尿消肿，而且冬瓜含水
量较多还可以起到增进食欲的作用。由
于不含脂肪且含糖量较低，对糖尿病、心
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人群来说是个不
错的选择。

“合理膳食能够增强免疫力，抵御疾
病入侵。而一些特殊的人群可选择在三
伏天‘冬病夏治’，治未病。”谷万里说，

“冬病”是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容
易发作和加重的病变，如慢性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等疾病。“夏治”是指在夏天
疾病的缓解期进行调理，以预防某些疾
病在秋冬春季的复发，或减轻其发作的
程度、症状和次数。

“冬病夏治”体现了中医学传统的
“治未病”思想。谷万里说，一些冬季容
易发生的疾病，主要是以素体阳虚，又外
受寒邪为本。三伏天采用温热助阳的内
服或外用药物，对阳虚之体进行治疗，可
激发人体的阳气，增强抗病御寒能力、祛
除体内沉寒痼冷之宿疾，达到不发病或
少发病的目的。

切勿过分贪凉
本报记者 鞠圣娇

“三伏天难熬，疾病频发，除了容易
中暑外，像脑卒中、心源性猝死、尿路感
染、泌尿结石、急性肠胃炎等疾病的发病
率都要高于其他季节。”7月16日，东昌府
区中医院治未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
忠表示，夏天一方面要注意防暑，一方面
要注意不能过分贪凉。

夏天，很多人会选择冰凉饮料、雪
糕、冰西瓜等来降温，冰凉的食物虽然会
暂时让人感到“爽”，但如果不知节制，就
会伤害身体，正所谓“寒凉伤胃”。正常

的脾胃功能容易受到寒凉之物的损害，
过冷的食物会刺激胃肠蠕动，导致腹痛、
腹泻。大量饮用含有菊花、金银花、荷叶
等祛火中药成分的凉茶类饮料，也是不
合适的。

“中医养生讲究顺应自然规律，夏天
人体阳气最重，人体毛细血管扩张，如果
不注意保暖，容易受到寒邪侵袭。”杨忠
说，一旦寒邪入体，会减缓新陈代谢，导
致感冒、腹泻胃疼等，还可能落下病根。
如果夏天储备了充足的阳气，秋冬季节
就不易为寒气所伤。有的人整夜开着空
调睡觉，在地上铺个凉席睡觉，或者喜欢

用冷水洗澡、洗头，都是不可取的。
夏季出汗多、喝水少，尿路感染、泌尿

系结石容易发生，而且血液黏稠度改变，
脑血流量减少，提高了脑卒中的发病风
险。如果老年人频繁出入空调房，忽冷忽
热，脑部血液循环容易出现障碍，患有高
血压、动脉硬化的老年人尤其要注意。

杨忠提醒市民，夏天要及时增减衣
服，不宜“光膀子”，晚上睡觉时要盖好肚
子；在饮食方面，要进食温热性食物；正
确使用空调、电扇，室内外温差不宜太
大，回家后也不要对着空调猛吹，避免一
冷一热导致感冒。

“三伏”是整个夏季
最炎热阶段

数到第三个“庚日”就进入头伏（初伏）

第四个“庚日”为中伏（二伏）

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三伏）

从夏至日开始数起

2022年“三伏”时间表

7月16日至25日 为头伏

7月26日至8月14日 为中伏

8月15日至24日 为末伏

伏天长达

天40

进入三伏天
养生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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