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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泻如何预防？小儿腹泻如何治疗？11月1日

上午 9:30 至 10:30，本报健康热线 0551-62623752，将邀

请安徽省针灸医院康复二科副主任医师吴灵芝与读者交

流。

吴灵芝：副主任医师，擅长针药治疗成人小儿脑瘫、

脑炎后遗症、脊髓炎、遗尿、厌食症、抽动秽语综合症及成

人中风、截瘫、颈椎病、腰腿痛等。□王津淼 记者 马冰璐
□

健
康
热
线

什么是慢性咽炎？为什么慢性咽炎很常

见？10月25日上午9:30～10:30，本报健康热

线0551-62623752，邀请了合肥市三院耳鼻咽

喉科主任黄学勤与读者交流。

□ 傅喆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黄学勤 主任医师，从事耳鼻咽喉科

临床工作 33 年，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

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耳鼻咽喉科

危急重症能及时组织有效救治，并能较好

地诊治耳鼻咽喉科的疑难杂症。

慢性咽炎多见于成年人
读者：什么是慢性咽炎？

黄学勤：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下

及淋巴组织的慢性炎症，常为上呼吸道炎症

的一部分。本病多见于成年人，病程长、症

状顽固，不易治愈。

很多原因都能引起慢性咽炎
读者：为什么慢性咽炎很常见？

黄学勤：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原因都能引

起慢性咽炎，包括有局部因素和全身因素。

局部因素表现有：1.急性咽炎反复发作转为

慢性；2.上呼吸道炎症的刺激，如慢性鼻窦

炎、鼻咽部炎症等，都可因其炎性分泌物经

后鼻孔至咽后壁刺激咽部黏膜，还有长期张

口呼吸的患者，因咽部黏膜过度干燥而导致

慢性咽炎。另外慢性扁桃体炎、龋齿等亦可

引起慢性咽炎；3.长期烟酒过度，或受粉尘、

有害气体的刺激，亦可以引起慢性咽炎；4.职

业因素（教师、歌唱者）及体质因素也可以引

起慢性咽炎。全身因素：包括多种慢性疾

病，如贫血、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炎症、肝肾疾病

等都能够引发慢性咽炎。另外，内分泌紊

乱、自主神经失调、维生素缺乏以及免疫功

能紊乱等都可以与慢性咽炎有关。因此，临

床上慢性咽炎较为常见。

主要表现有咽喉部的各种不适感
读者：慢性咽炎有哪些表现？

黄学勤：慢性咽炎主要表现有咽喉部的

各种不适感，如异物感、灼热感、干燥感、痒

感、刺激感和轻微的疼痛等。由于咽后壁常

有较粘稠的分泌物刺激，常在晨起时出现较

频繁的刺激性咳嗽，严重时可引起作呕，咳

嗽时常无分泌物咳出。上述症状因人而异，

轻重不一，往往在用嗓过度、受凉或疲劳时

加重。全身症状一般都不明显。

咽喉部不适
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慢性咽炎

读者：咽喉部不适就是慢性咽炎吗？

黄学勤：慢性咽炎一般来讲,根据病史及

检查所见,诊断并不困难，但应排除鼻、咽、

喉、食管和颈部的隐匿性病变，这些部位的

早期恶性病变也有与慢性咽炎相似的症状，

表现有咽喉部的各种不适感，因此咽喉部有

不适感，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慢性咽炎，应

作全面仔细的检查，以免误诊。近年来有研

究表明，胃内容物经食管返流到咽部，对咽

喉黏膜产生刺激，可导致返流性咽喉炎，表

现有咽喉部的各种不适感。而且国内外还

有研究报道，喉癌的发病与咽喉反流关系密

切，应引起重视。

用嗓过度 长期烟酒
会加重慢性咽炎症状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最近，不少孩子

因过度用眼引发内斜视就诊。对此，专家提

醒，孩子应尽量避免接触手机、平板电脑。

专家提醒，手机屏幕小、亮度高，如果

长期近距离、高度集中地用眼，会引起眼球

过度的调节，过度的集合，使眼睛不能维持

原有的眼球运动调节平衡，导致眼睛出现

内斜视，并伴有严重的复视。这种情况需

要休养三个月到半年，不能恢复的话可能

就要手术了。

因此，孩子应尽量避免接触手机、平板电

脑，如果使用手机看小说或玩游戏，尽量不要

超过15分钟；看电视的话，每天最多不超过1

个小时，每看20分钟，就需要休息10分钟；平

时多眺望远处，看看绿色，适当参加一些室外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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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应尽量避免接触手机、平板电脑

我省组建核辐射紧急医学救援队伍
星报讯（夏鹏程 王晓璐 记者 马冰璐） 10 月 23 日

至27日，第22次全国职业病防治学术交流大会在合肥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安徽省职业

病防治院)继获批安徽省核辐射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后，正

牵头组建安徽省核辐射紧急医学救援队伍。

据了解，安徽省的职业病发病构成主要为尘肺病、职

业中毒、核辐射，近6年来，我省共诊断3500 多例各类职

业病，其中90%为尘肺病。近7年来，安徽省第二人民医

院(安徽省职业病防治院)深入 700 余家企业，开展职业

（放射）卫生检测评价工作，对近17万作业工人进行了职

业健康体检，涉及电力、化工、建材、电子、机械、煤炭等多

工业领域；每年接待各类职业病诊断咨询 1500 例次，组

织职业病诊断会诊400余次，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311

份，包括尘肺病、职业性布鲁式菌病、高原性心脏病、手臂

振动病等，收治各类职业病500多人。

为了给全省职业病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近6

万㎡的安徽省职业病防治院综合业务大楼将于今年年底

启用，并设有实验室、门诊、病区和职业健康监护中心

等。据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安徽省职业病防治院)党委

书记、院长张兵介绍，继获批安徽省核辐射紧急医学救援

基地后，该院正牵头组建安徽省核辐射紧急医学救援队

伍，以应对突发核辐射事件，切实提升安徽省突发事件核

辐射卫生应急水平和处置能力，有效开展卫生应急救援，

“将组建 2 支共计 120 人的核辐射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并

配备价值2300多万元的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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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正确服用速效救心丸？

答：速效救心丸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急救药，其

实速效救心丸同时具备预防、治疗和急救三重功效。

第一要掌握好服药时机：患者在使用前，要逐渐摸索

自身心绞痛发作的规律，如出现胸闷、心前区不适、左肩

酸沉等症状时，要迅速含服速效救心丸。

第二要掌握好剂量：一般预防剂量为每次4粒，一日

2～3次；治疗剂量为每次6粒，一日3次；急性发作时每次

服15粒。当然，最好在医生指导下，根据体质、病情确定

服用剂量。

第三要掌握服用方法：速效救心丸采用舌下含服法，药

物有效成分通过舌下黏膜吸收，可迅速进入血液循环，避免

口服经肠胃、肝脏代谢的首过效应，减少药物降解损失。

为更快地发挥药效，可先将药丸咬碎后再置于舌的

下方，口腔干燥时，可含少许白开水，以利药物的吸收，但

不宜用水送服。

第四要掌握服药姿势：宜采取坐姿，这样可使回心血

量减少，减轻心脏负担，使心肌供氧相对满足自身需要，

从而缓解病情。

第五速效救心丸可以长期服用：临床验证表明，长期

服用不仅不会影响急救疗效，而且还可以通过改善患者

心肌缺血状况，预防心绞痛、心梗的发作或明显减轻发作

程度，大大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

最后安徽食药监局提醒大家，速效救心丸虽对冠心病、

心绞痛、脑血管器质性疾病的治疗有显著疗效，但患者急性

发作时，如连续含药2次后症状不见缓解，应立即送往医院，

从免延误治疗或发生不良后果。此外，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状

况有所差异，具体如何服用速效救心丸，还得咨询医生，结合

自身情况进行服用。 □ 石跃新 记者 王玮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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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随着天气转冷，

不少人喜欢喝酒暖身，专家提醒，喝酒应适

量，切勿贪杯，以免引发酒精中毒。

据了解，酒精，学名叫做乙醇，过量摄入

即可引起酒精中毒。专家表示，对于酒精中

毒的人来说，清醒者应该立即反复催吐或洗

胃，以减少酒精的吸收，但是饮酒超过1小时

则不推荐洗胃；对于症状表现较轻的人，可以

适当吃一些含糖较多的食品如苹果、香蕉、柑

橘等以及富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B的食品，同

时鼓励多喝水，以促进排尿。一旦酒精中毒

出现昏睡及昏迷，应立即送至医院检查治疗，

而到达医院前要让饮酒者采取侧卧位，并注

意保持呼吸道通畅。对于情况严重的人，需

要在医院治疗，最好实施心电监护，同时补液

补糖促清醒以及保护胃黏膜等对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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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贪杯，当心酒精中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