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
各生理系统、器官都尚未发育成熟，
对外界环境中的有害因素的抵抗力
较成人弱。青少年容易将吸烟与成
熟、坚强、力量、魅力、反叛、自由等
联系起来，自制力比较差，没有经济
来源，如果染上吸烟嗜好，易逐渐学
会撒谎、偷盗、赌博等不良行为。”在
上蔡县实验中学进行的青少年人群
活动专场，省级科普专家杨忠详细
解读了《青少年人群健康素养》。

本次活动围绕五大人群共进行
了 6 场科普讲座，省级科普专家李
红梅、赵智慧、靳素梅、郭伟分别以

《村医健康教育与技能》《妇幼人群

健康素养》《老年人群健康素养》《职
业人群健康素养》为题进行精彩解
读。

“老年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不做孤独老人。”靳素梅鼓励老年人
要量力而行，积极参加有益身心健
康的活动，并提醒老年人要注重生
殖健康，避免不安全性行为，同时还
要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每日摄入的
食物种类应包含谷类、薯类、肉类、
奶类以及坚果类等，还要摄入新鲜
的蔬菜和水果，控制烹调油和食盐
的摄入量。

李红梅在讲解《村医健康教育
与技能》时，开篇就强调了乡村医生

的职责：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李
红梅还用生动的例子引导乡村医生
主动出击：吃饭的时候，给乡亲们讲
解“吃什么好？什么食物有营养？
适合吃什么食物？”；劳动的时候，宣
传“怎样安全使用农药？怎样保护
腰部和膝盖？”

“省级科普专家们的课件准备
得很充分，解读得很精彩，举例也很
贴地气。”在乡村医生技能培训现
场，一名乡村医生说，自己之前进行
的健康宣教很不系统，这次听完省
级科普专家的讲座后，自己心中有
了很明确的答案，知道科普该“在哪
讲”“讲什么”“怎么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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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是人体重要的生命指征
之一。健康人群和高血压患者在
季节变化时，都会出现血压波动，
而健康人群的血压波动是在正常
范围内，高血压患者在季节性变化
中，血压的波动就会出现异常，从
而诱发一些并发症或者急性症状，
因此，避免季节性变化引起高血压
波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季节性变化对血压的影响原
则一般是“秋冬高、春夏低”。对于
一般的高血压患者和健康人群，其
带来的危害相对较低，然而对于老
年高血压患者、合并慢性肾病以及
糖尿病的患者，由于血管的弹性下
降、血管内皮的功能不全等原因，
血压的波动会引发心血管疾病，预
后不良。

结合上述特点，根据临床相关
研究以及实验结果，可以采取措施
避免血压的波动，从而避免血压波
动带来的不良后果。通常采用的
方法有检测血压、调整降压药物以
及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等。检测
血压包括居家检测和24小时动态
监测两种，在进行居家检测时，为
了避免误差，一般在检测血压时，
按照标准进行测量，同时需要注意
夜间血压的变化，防止夜间血压的
骤升、骤降。调整降压药物需要结
合自身血压的情况，在医生的指导
下及时减少和增加药物剂量。另
外，平时选用降压药物可以用长效
制剂，这样更容易控制血药浓度，
避免血压波动过大。另外，保持心
情舒畅、参加有氧运动，都可以有
效增加血管的弹性，避免血压波动
带来的危害。

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候鸟式”生活方式（北方
居民冬季到南方生活，南方居民在夏季到北方生活）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季节性变化引起的血压波
动，但是，受距离、时间、年龄、温度以及自身血管弹
性等因素影响，同样会引起血压的波动，从而导致心
血管事件的发生。因此，“候鸟式”生活方式，同样需
要注意血压的波动带来的危害，仍然需要根据季节
的变化做好防护，避免发生意外。

季节性变化引起的血压波动是一种普遍的现
象，不容易引起患者及家属的关注，但是对于一些患
有并发症、血压本身控制不稳定的患者以及老年人，
在季节性变化时，血压的波动更容易引发意外。因
此，笔者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根据季节的变化
调整用药，冬季外出时还要注意保暖，避免受风、着
凉，以免造成血压升高。另外，高血压患者还要注意
放松心情、饮食清淡，不要吃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
物。如果季节性血压波动导致意外发生，需要及时
到医院就诊，避免导致严重后果。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近年来，随着无偿献血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人们对无偿献
血越来越熟悉了，但是却对献血反应了解不多，有些想参加无偿
献血的朋友甚至还会产生畏惧心理。其实，献血反应并没有那么
可怕。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献血反应的那些事儿。

我国《献血不良反应分类指南》将献血反应分为局部反应、全
身反应和单采血液成分相关不良反应。其中，局部反应包括穿刺
部位出血、疼痛、局部炎症等；全身反应为血管迷走神经反应，大
多数症状轻微，表现为全身不适、虚弱、面色苍白、出汗、焦虑、眩
晕、恶心等；单采血液成分相关不良反应主要是以口周和面部麻
木为主要症状的枸橼酸盐反应。虽然不良反应有很多，但是发生
率是很低的，在1‰~3‰，且大多数不良反应为轻度反应。而且，
在无偿献血现场还有医务人员在旁边指导和看护，如果身体发生
不良反应，也会及时得到救治。

导致献血反应发生的因素比较多，包括生理的、心理的，总结
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精神因素。这是发生献血反应最重要的因素。初次献
血者或多或少会有些紧张。当看到他人献血或发生献血反应时，
自己十分紧张，尚未采血或刚刚采血即发生晕厥，这被称为连锁
反应，是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对于多次献血者，献血反应的发生
概率相对较少。二是献血前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劳累、饥饿等
因素都容易引起献血反应。三是献血环境。人员拥挤、声音嘈
杂、空气污浊、献血等候时间过长等，易使献血者心情烦躁。

献血反应并不可怕，但是一旦发生，就会造成不好的献血体
验。那么，献血反应应该如何预防呢？

做好献血前的准备工作是预防献血反应发生的关键步骤。
人们在献血前要保证清淡饮食，避免食用油腻的食物，不饮酒；要

放松心情，保障充足的睡眠，不要过于紧张；不要服用药物，特别是阿司匹林等抗凝
药物。对于初次献血者，保持良好的心态是预防献血反应发生的关键。初次献血者
在献血前应该熟悉献血流程，了解献血的相关知识，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顾虑
和紧张情绪，让献血更加顺利。

出现了献血反应后不要惊慌，一般情况下，不良反应会在短暂处理后得到改善，
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不良反应往往发生在第一次献血时，随着献血次数的增多，
经验越来越丰富，献血过程也会越来越顺利。（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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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乙肝病毒DNA定量检测
□罗 琦

脑卒中后发生肺炎脑卒中后发生肺炎，，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马文涛

脑卒中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
出血性脑卒中，其中缺血性脑卒中
约占全部脑卒中患者的85%。脑卒
中是全球第一大致残原因，60岁以
上人群第二大死亡病因，我国脑卒
中患病人数居世界首位。大部分
脑卒中患者会出现意识水平下降、
吞咽障碍、保护性反射减弱、食管
下段括约肌功能下降、呼吸运动与
吞咽运动的协调性下降、咳嗽反射
减弱等，因此易使鼻咽部、口咽部
分泌物及胃内容物被误吸至肺内
而发生肺炎。2003年，德国科隆大
学附属医院Hilker（音译希尔克）教
授等提出了卒中相关性肺炎的概

念。英国多学科专家组成卒中相关
性肺炎的共识小组在2015年发表共
识，建议将卒中相关性肺炎定义为
非机械通气的卒中患者在发病7天
内新出现的肺炎。

卒中后意识障碍、吞咽功能障
碍造成的误吸及卒中引起的免疫
抑制被认为是脑卒中后发生肺炎
最主要的发病机制。卒中相关性
肺炎是卒中后致死的重要危险因
素之一，增加了住院时间及医疗费
用，并且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

当脑卒中患者出现以下情况
时，要考虑是否发生了肺炎：

1.发热，体温≥38 摄氏度；2.新
出现或加重的咳嗽或呼吸困难；3.
新出现的脓痰，或24小时内出现痰
液性状改变或呼吸道分泌物增加或
吸痰次数增加；4.无其他明显原因
出现意识状态改变。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治疗包括
一般治疗、营养支持和抗感染治
疗。一般治疗是指对于脑卒中给
予相应的治疗和处理，采用药物静
脉注射或者雾化吸入方法，充分稀
释痰液，定时为患者翻身拍背和吸
痰，加强口腔护理，减少口咽部条
件致病菌等。对于营养支持，建议
给予患者易消化、营养丰富的食物

或者营养液，维持水和电解质平
衡，让患者尽量口服食物，若患者
不能经口进食，推荐应用持续肠内
营养。抗感染的治疗原则是经验
性 治 疗 与 目 标 抗 感 染 治 疗 相 结
合。初始经验性治疗应及时充分，
同时应该高度重视病原学检查，以
及时、准确获得目标抗感染治疗的
证据，优化抗感染治疗方案。

卒中相关性肺炎的预防更为
重要。脑卒中患者入院后，医生应
按程序对其进行系统性评估，制订
相应的护理措施。与平卧位相比，
半卧位可以显著降低吸入的发生
风险，因此，脑卒中患者如果没有

禁忌证，应尽量采用半卧位。通过
洼田饮水试验进行吞咽功能评价
后选择适当的摄食方式。经口进
食者建议食用软烂的食物（米糊、
蛋羹、豆腐脑等），管饲者喂养前应
核实喂养管的位置；对于存在幽门
梗阻、胃瘫、食管反流或者误吸的
患者，可采用幽门后置管喂养的方
式，通过进行吞咽功能训练改善吞
咽功能。另外，患者在各项生命体
征趋于平稳后可以适当进行肢体
功能锻炼，避免废用综合征的发
生。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呼吸重症监护室）

乙肝是一种由乙肝病毒引
起的肝炎，是一种严重传染病，
也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常见的
疾病。乙肝病毒DNA（脱氧核
糖核酸）定量检测是检测乙肝
患者体内乙肝病毒载量的一种
方法，是判断乙肝患者病情和
疗效的重要指标。

乙肝病毒DNA定量检测
的基本概念

乙肝病毒 DNA 定量检测
主要是通过血清分析进行的。
乙肝病毒 DNA 定量检测常见
的方法有 PCR（聚合酶链式反
应）技 术 和 原 位 杂 交 技 术 。
PCR 技 术 是 通 过 扩 增 病 毒
DNA 样本来检测乙肝病毒载
量，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
优点。

原位杂交技术是通过将乙
肝病毒 DNA 与标记的探针反
应来检测病毒的数量。一般来
说，乙肝病毒DNA定量检测结
果可分为：

1.高病毒载量：乙肝病毒
在 106 以上称为高病毒复制状
态，复制能力强、传染性强；2.
中等病毒载量：乙肝病毒在

103～106 属于中等病毒复制状
态；3.低病毒载量：乙肝病毒
在 10～103 属于低病毒复制状
态。病毒载量的高低与患者
的病情密切相关。乙肝病毒
载量高的患者容易出现肝炎
症状。同时高病毒载量的患
者更容易通过性传播和输血
等途径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在治疗乙肝病毒感染的过程
中，乙肝病毒载量的监测同样
很重要。通过查看治疗后的
乙肝病毒载量，可以判断治疗
的效果。

乙肝病毒DNA定量检测
的意义是什么

1.判断乙肝患者的感染程
度：乙肝病毒的载量越高，说明
患者的感染程度越严重。因
此，通过乙肝病毒DNA定量检
测的载量大小，可以判断患者
的病情，以便制订科学的治疗
方案。

2.评估乙肝的治疗效果：在
乙肝治疗过程中，通过乙肝病
毒载量的定量检测，可以更准
确地评估治疗效果。如果治疗
效果好，乙肝病毒的载量会逐

渐降低；如果治疗效果不好，则
乙肝病毒的载量可能会维持不
变或上升。

3.预测乙肝的转归：乙肝病
毒载量与肝病患者的预后密切
相关。高病毒载量的患者易患
肝炎、肝硬化等肝脏疾病。通
过定期检测乙肝病毒载量，可
以预测是否存在肝病恶化的风
险，并及时采取措施遏制其恶
化。

4.判断传染风险：乙肝是一
种以血液传播为主的传染病，
乙肝病毒载量与感染别人的风
险密切相关，如果载量过高则
极容易传染他人。通过乙肝病
毒载量的检测，可以判断传染
风险大小，以确定采取何种预
防措施。

总之，乙肝病毒DNA定量
检测是判断乙肝病情、疗效和
传染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乙肝
患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进
行乙肝病毒DNA定量检测，并
根据检测结果及时采取有效的
治疗和预防措施。

（作者供职于长葛市人民
医院检验科）

为了把活动做出成效，活动开
始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围绕五大
人群关注的健康问题，委托医药卫
生报社组织专人采写科普文章，印
制了4万份健康专刊捐给上蔡县；
河南省疾控中心向上蔡县捐赠了
健康科普图书 1000 册、330 个乡村
医生健康教育工具U盘（一种移动
存储设备）。

5月6日，健康科普服务队、义
诊服务队深入上蔡县各乡镇开展
义诊和科普宣传活动。在每个乡
镇，都会开展一场科普和义诊活
动。专家走进社区、机关、学校和
医疗单位，开展健康志愿服务活
动。

当日，帮扶专家还走进上蔡
县人民医院与上蔡县中医院，深
入肿瘤科、重症医学科、脑病科
病房查看医疗救治情况，并现场
进行会诊、查房，查看病历及相

关 影 像 资 料 ，指 导 优 化 治 疗 方
案，提醒注意事项，分享救治经
验。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一
负责人说，省级示范活动开展后，
所在地将继续开展系列活动，做到
省级示范，市级带动，县级执行，反
复讲，天天讲。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表彰的“三下乡”活动示
范项目，自 2014 年启动以来，已
经走进了 60 多个县。从 2018 年
开始，该活动在全省全面铺开，
惠及群众千万人，真正做到了让
晦涩的健康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让优质的健康科普知识飞入寻常
百姓家。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2016 年的 8%
快速提升到 2022 年的 29.37%，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听戏之前先听 3 场健康科
普讲座……巧妙地在戏曲中加
入健康科普知识，既让群众收获
了健康知识，又让其开开心心地
欣赏了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这
种 形 式 深 受 群 众 喜 爱 ，值 得 借
鉴。”上蔡县卫生健康委一位工
作人员在演出现场对记者说。

5 月 5 日~6 日，由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爱
卫办、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乡村

振兴局、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体
育局、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
主办的“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
心”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专项行动
走进上蔡。5 月 5 日晚进行的戏
曲演出，拉开了这场活动的序幕。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周
勇说，此次“健康中原行·大医献
爱心”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专项行
动上蔡站活动，是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主题教育落地落实的具体实

践，通过聚焦“如何运用党的创新
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等主题，紧贴
工作实际，紧盯提升群众健康素
养水平的核心问题，通过健康知
识讲座、科普技能培训、专家义诊
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送健康知
识，暖民心，凝聚正能量，推动人
民群众的健康素养水平不断提
升。让人民群众在活动中得到实
惠、受到感染，不断养成健康生活
方式。

围绕五大人群 省级科普专家精彩开讲

60多场省级示范活动 助力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

““健康中原行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大医献爱心””走进上蔡走进上蔡
□高玉元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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