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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话实说

一线医声

健康周刊

■■■■■ ■■■■■ ■■■■■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冬季来临，如何应对乙流来
袭？海口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副主任医师王丹虹针对大家普
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王丹虹介绍，冬季是呼吸道
疾病高发季节，目前接诊的儿童
患者中，大多数因病毒感染，乙
流患者明显增加，也有少数的腺
病毒、甲流病毒，以及呼吸道合
胞病毒和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
者。

据介绍，流感是流感病毒引
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病毒可分为甲、乙、丙、丁4
个型别。乙流潜伏期多为1～4
天，亦可引起流行。

目前乙流感染呈明显上升

趋势，也有部分儿童甲流刚好，
又感染了乙流。甲流和乙流有
什么区别？据介绍，甲流、乙流
都具有相似的传染性，但甲流由
于其遗传变异的能力，更容易导
致大流行。每个人感染后的具
体症状和病程因个体差异而
异。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对预防
这两种类型的流感都很重要。

“目前感染乙流的儿童主要
集中在学龄阶段，多为聚集性感
染，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因为活动
场所受限，主要是被其他家庭成
员传染。”王丹虹表示。

社交媒体上，有患者表示，
“感染乙流最难受，全身疼到骨
头缝”。还有患者表示，一旦感
染乙流，当天晚上就可能发高
烧。王丹虹对此表示，从临床表

现来看，乙流特点是起病急、变
化快，畏寒、发热，体温在几个小
时至24小时内可能就会迅速升
高，达到 39℃至 40℃，甚至更
高，还伴有其他症状，如头痛、
全身酸痛、乏力、食欲减退。呼
吸道症状较轻，但是也会伴有
咽干喉痛、干咳这些症状，有时
可能伴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
症状。

“甲流和乙流的临床症状相
似，很难根据临床表现去鉴别，
需要配合检验来诊断。”王丹虹
表示，甲流和乙流有相应的抗病
毒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尤
其在发热 48 小时之内效果最
好。感染流感病毒后也可能同
时合并其他病原感染，若持续发
热，建议家长带孩子来医院检

查，结合血常规等其他检查协助
诊断。

发烧后可以自己在家吃抗
生素吗？王丹虹表示，乙流由病
毒引致，平常用的青霉素、头孢
等抗生素是针对细菌感染的药
物，对乙流是没用的，所以不建
议一发烧就擅自使用抗生素。

已经得过甲流或乙流，会不
会重复感染？王丹虹说，甲流和
乙流是流感的两种不同亚型，不
具备交叉免疫机制。感染甲流
或乙流后，依然有可能感染另一
种亚型的流感病毒。一般来说，
一年内感染同一种亚型流感病
毒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由于甲
流病毒很容易变异，没有接种过
疫苗的人群，就有再次感染其他
亚型甲流病毒的可能。

眼前“飞蚊”莫惊慌
■ 杨静

您是否经历过突然发现某天眼前出现点
状或头发丝状，甚至是圆圈状的黑影？随着眼
球的运动，黑影也会随之飘动，甚至眼球停止
运动后，黑影依然飘动。有人误以为产生这种
现象，是眼睛里飞进了虫子。事实上，这是一
种眼科疾病——飞蚊症。什么是飞蚊症？如
何应对？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近日，海口市的黄女士突然感觉右眼前有
飞蚊飘动，朋友告诉她这是正常现象，无关大
碍，于是黄女士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结果几
天后，她感觉右眼视力明显下降，眼前有黑幕
遮挡感，这下黄女士立即紧张地来到医院，不
幸的是，医生告诉她右眼出现了视网膜脱离，
需要手术治疗，如果当时早点就诊的话，早期
激光治疗就可以避免视网膜脱离的出现，黄女
士懊悔不已。

为何眼前会有“小蚊子”？占眼球大部分
容积的玻璃体呈透明凝胶状，当各种原因影响
玻璃体透明性后，就会在视网膜上投影出一些

“小碎片”，人的眼前就会感觉出现了“漂浮
物”，也就是飞蚊症。

是不是所有的飞蚊症都会像黄女士那样
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后果？飞蚊症的产生原因
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针对生理性飞蚊症
只需到医院检查眼底视网膜情况。当然，生理
性的飞蚊症也可能转变为病理性飞蚊症，因为
玻璃体后脱离的过程中可能牵拉视网膜形成
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黄女士就是出现了这
种情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检查眼底
情况。病理性飞蚊症有三个最常见的特点：飞
蚊伴异常闪光感；短时间内黑影不断增加；视
力下降甚至出现视物遮挡感。一旦出现以上
情况，患者要高度重视并立即就医。

飞蚊症的治疗包括保守治疗和手术治
疗。如患者可口服卵磷脂络合碘片等，这些药
物能促进眼部的微循环，加强渗出物的吸收，
从而减轻相关症状；对于玻璃体后脱离引起的
飞蚊症可以采用YAG激光玻璃体消融术，同
时对于视网膜变性裂孔的患者必要时也需要
行激光裂孔封闭术；对于玻璃体明显混浊，玻
璃体积血，视网膜脱离等疾病的患者，可能需
要进行手术治疗，并对原发疾病进行治疗。

平时应该如何预防飞蚊症呢？首先，要养
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不过度用眼，合理饮食，保
证日常摄取的营养素均衡；高血压、糖尿病患
者控制好血压血糖；高度近视者平时避免做剧
烈运动，保护好头部不受撞击；定期进行眼底
检查，早期发现病理性改变。

（作者系海南省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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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如何应对乙流？

1.尽早服用抗流感药
乙流和甲流在治疗上没有区

别，主要是用抗流感药物，可以缩短
病程。服药需尽早，服药晚了，疗效
就大大降低了。

对于有肺部基础病，或者有免
疫缺陷的患者，糖尿病患者、肥胖的
患者、孕妇、透析的患者等人群，建
议尽快到医院就诊。

2.一定要及时休息
近日，海口市人民医院接诊的

一位 9 岁的乙流患者，短短一个多
月，患者把支原体肺炎、甲流、乙流
都“轮流得了一遍”。医生表示，短
期内重复感染支原体、甲流、乙流与
免疫力低、没有恢复休息好有关。

只要指尖点点
手机屏幕，患者足不
出户就能选择医生
线上问诊，还可委托
医院将药物寄递到
自家门口……

海南日报记者
走访发现，为了给患
者提供便利多元的
就医方式，海南部分
三甲医院开设了线
上门诊。这项便民
措施的出现为许多
慢性病患者带来了
实际的便利，比如慢
性病老人不需要三
天两头往医院跑了，
家人动动手指就可
以帮忙下单，解决了
日常购药问题。除
了给患者带来便利
外，在实际运行中，
线上问诊也呈现出
各个科室“冷热不
均”的情况。除了不
同病种的实际问诊
需求外，可能还有更
多方面的问题亟待
破解。

对于医患双方而言，线上问诊十分
省心，但偶尔也会遇到“小插曲”。

“前不久去医院找您看过病，当场
也开过这种药，为啥这回线上问诊就不
能开药呢？”前几天，对于患者吴先生线
上问诊时的疑问，医生只能委婉答复：

“这一药品不在线上问诊配送目录里。”
原来，吴先生是一名心衰疾病患者，早
在数年前就坚持服用该处方药物，但这
回“尝鲜”线上问诊准备取药时遭遇“婉
拒”，心中难免不快。

该医生坦言，吴先生“点名”的这款
药物具有降血压、抗心衰等药效，临床
治疗效果也不错，但医院综合各方因素
考量，目前仅限线下问诊开具处方取
药，暂未列入线上问诊配送范围。对
此，该医生建议，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
适时调整或扩充线上问诊配送的药物
目录。

也有患者直言，海南本地医生开设
线上问诊的“热情”不高。不过，在粉丝
数量达数百万的几个互联网医院线上
问诊平台，不乏来自我省一些重点医院
的名医在线问诊，且患者留言反响不
错。“客观而言，院外平台比院内平台佣
金稍高，但更重要的是，网络平台越大，
越能提升医生的知名度，更有职业认同
感。”我省一名兼职在院外平台在线问
诊的医生向记者坦言。目前，院外平台

“门槛”大多只要求具备相应医师资格
证，双方还可协商薪酬分配。

如何提高本地互联网医院的热
度？受访医生认为，目前很多患者可能
并不知道有这项服务，有的医院在某种
程度上也存在一些顾虑，部分药物的线
上线下目录有区别，应该加大对线上问
诊的宣传和支持力度，给线上问诊的医
生增加补贴，并将线上门诊量纳入绩效
考核，更有利于提高医生的线上问诊服
务积极性。

此外，还要提醒广大患者，线上问
诊更适用于症状明显、方便判断的疾
病，例如慢性病、耳鼻喉类疾病、皮肤病
等，医生可根据患者描述的情况，结合
患处照片等，给出相应诊治指导。而有
些疑难症状还需要现场触诊及利用医
疗器械检查，才能给出诊断结果。

吃火锅要美味也要健康

先吃肉还是先吃菜？
■ 本报记者 侯赛

冬季，火锅成为与亲朋好友聚餐时的“宠
儿”。提到吃火锅，很多火锅爱好者最有心得，
有的说要“七上八下”“上三下三”，有的说“先
肉后菜”，可谓是众说纷纭。可是，这样的吃法
健康吗？怎样吃火锅才更健康呢？海南日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
主任徐超。

“毛肚七上八下”“鸭肠上三下三”这是很
多火锅爱好者都熟练掌握的涮锅技巧。但是
这种“保鲜”秘诀却有很大的健康风险。像毛
肚、鸭肠等食物中很有可能会含有寄生虫和虫
卵，也可能有一些致病细菌埋伏其中。一般来
说，寄生虫和虫卵在100℃的高温下，1分钟就
可以被消灭，但这样却无法杀死细菌。俗话说

“七上八下”“上三下三”也通常难以达到1分
钟时间。

徐超提醒，煮火锅时一定要烧熟煮透，尤
其是肉、禽、蛋和海产食品，每次都要等火锅中
的水或汤煮沸后再烹煮食材。海产类食品需
煮至少5分钟，羊肉、牛肉等肉类食品也要

“涮”足时间，不要过分追求鲜嫩的口感。
吃火锅时注意生熟不要混放，最好使用两

套筷子和用具分别处理生的和熟的食物，同时
桌面上避免摆放过多食物，以免交叉污染。

大部分人吃火锅时都是先涮肉，但从健康
角度讲，先下蔬菜可能更好一些。因为蔬菜中
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先吃
菜再吃肉，不至于一下肉类吃得太多。成年人
每次吃肉1~2两就够了。

吃火锅时还要注重荤素搭配，保持营养均
衡。大家可以尽量多选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蔬
菜，如白菜、茼蒿、油菜、萝卜、木耳、海带、蘑
菇、菠菜、香菜、莴笋叶、豌豆苗、绿叶生菜等。
这些蔬菜既能增加饱腹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肠道对脂肪的吸收，有助于身体健康。

推荐相对健康的涮锅顺序是：先吃蔬菜、
菌类、豆制品，然后选择肉类和淀粉类（主
食）。主食可以选择用薯类代替，如红薯、芋
头、山药，既美味又营养。

火锅底料方面，市售的火锅底料往往属于
高油高盐的范畴，大家可以通过仔细阅读食品
外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来判断。无论是红油
还是清汤，大多数火锅底料都是固态，这通常
意味着它们含有较高的饱和脂肪，所以锅底尽
量选择菌汤锅或传统的清汤锅底更健康些。

不用见面，患者就能通过线上问诊
小程序完成寻医、问药，还免去了乘车、
停车、候诊等困扰，可谓省时又省力。
客观而言，对医院来说可以更加有效地
节省医疗资源，同时减少人员聚集，减
少传染性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可谓

“一举两得”。
不过，线上问诊并不意味着能“包

治百病”。记者调查不难发现，在海南
部分公立医疗机构，线上问诊的活跃程
度存在明显的落差，小至某个科室，大
到整个医院，原因也不尽相同。

董小莉是海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
内科副主任医师，也是该院线上问诊的
热门医生。早在三四年前，每天都有
10多个患者找她线上问诊。自去年以
来，她将每天线上的预约挂号量增至
20个以上，以便为更多病人提供“不见
面”的诊治服务。

与心内科、神经内科等慢性病患
者较多的科室不同，很多日常门诊量
火爆的科室比如儿科、外科等，线上门
诊的表现却平平。以三亚某医院刚刚
统计的2023年线上问诊数据为例，该
院产科、儿内科、儿保科等科室，人均
全年的线上问诊挂号量仅为两三百
个。“这个数据，与平时线下问诊一个
礼拜的挂号量差不多。”一名医生这样
比较。

“就病情、病因及处方来看，慢性病
患者更适合进行线上问诊”“针对一些
疾病，一方面，医生持有谨慎态度，另一
方面，患者惯性思维都倾向于线下‘面
对面’问诊更踏实”……采访中，在分析
线上问诊“冷热不均”的原因时，多名不
同科室的医生观点基本一致。

以海南省人民医院在线问诊小程序
为例，患者建档后即可选择相应科室及
医生挂号进行线上问诊，可实时进行文
字、语音对话，也可发送药物图片、就诊
记录及疾病症状等，还可选择寄递药品
到家等服务。

“只要病情明确，病症稳定，有问有
答，几个来回就能开好药，最后按照患者
需求委托药房寄递上门。”海南省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梁慧介绍，线上
问诊时间相对灵活，但并不仅仅局限于
开药了事，与线下问诊一样，她每一回都
不忘叮嘱病人关于饮食禁忌及服药时间
等各项注意事项。据介绍，有一名轻度
帕金森患者坚持线上问诊4个月，病情
也得到了较好地控制。

医生如何平衡线上问诊与线下门诊
的时间？“开通线上问诊挂号，并不意味
着医生就会一直在线等患者。”梁慧补充
说，大多时候，医生是在线下门诊及各项
医务工作之余，甚至是利用碎片化时间
询问病情、分析病症、答复用药事宜，有
时还要处置各种突发紧急病症，这就不
难理解有时病人早上在线询问，而医生
有时会“拖”到下午甚至晚上才回复。

梁慧介绍，线上问诊并不意味着医
生完全不见面即开药，为让线上问诊更
加安全可靠，医院做出两条规定，一是仅
限线下复诊的慢性病患者来线上问诊，
这样，医生才更易掌握病症及病情变化；
二是连续线上问诊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
至6个月。“身体情况、药效等，都是一个
动态变化的过程，医生需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她补充介绍，为了保证安全
用药，目前医生每次在线问诊一般只开
具1个月用药量。

医院线上问诊诊金如何？记者走访
中了解到，线上问诊挂号费用常常比线
下问诊便宜2元不等，且两者不会相互

“抢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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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日常健康咨询
慢病管理
简单的病症
突发疾病的紧急指导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
一些以外观表现
为主要指征的
如皮肤病等病种
也适合通过线上诊疗
来管理治疗

哪些情况适合线上问诊？

2022 年 上
半年我国在线问
诊用户中 81.9%
的人群是通过他
人推荐渠道选择
在线问诊，即基
本是由身边的家
人、朋友、熟人推
荐，或在咨询医
生后开始使用。
除此以外，也有
部分用户会通过
网络、手机广告
等方式了解在线
问诊服务。

全拓数据调
查显示，当前我
国的线上问诊模
式以轻问诊为主
流模式。轻问诊
模式自 2011 年
起在国内便开始
积攒一定用户
群，例如春雨医
生、平安好医生、
百度问医生等均
属于轻问诊模
式。

线上问诊是
将线下的问诊方
式 转 移 到 线
上，其主要涵盖
线上问诊、在线
开处方、护理咨
询、用药咨询、药
品邮寄、预约检
查检验项目、电
子病历等，为用
户提供更为合理
有效的疾病诊疗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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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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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慎感染乙流
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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