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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院目前的接诊情
况来看，本轮新冠病毒感染
对于身体健康、无基础疾病
的青少年而言，主要以无症
状或轻症为主。”林敏瑜表
示，考生如果在备考或考试
期间感染新冠，也不必紧张
焦虑。体温超过38.5℃的，
建议适当服用解热镇痛药
物缓解症状，同时适量补充
温盐水，避免发热引起的脱
水，加重病情。

对于考前服用“新冠”
对症药物，是否会出现嗜
睡等不良反应，因而影响
临场发挥的问题，林敏瑜
认为，服用布洛芬、连花清
瘟等药物，一般情况下不
会出现嗜睡等副作用，但
要避免过量服药或出现过
敏症状，因此建议在医生
的指导下用药。值得一提
的是，一些复方感冒药可
能会有嗜睡等副作用，建

议考生用药之前，一定要
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了
解其不良反应。

对于“二阳”后是不是
就万事大吉，可以不再做
防护的问题，林敏瑜表示，
目前并没有会感染多少次
的定论，但一个人多次反
复感染新冠的可能性的确
存在，国内外也有“长新
冠”症状的报道。因此，接
种新冠疫苗并继续做好个

人防护，是避免感染新冠
的关键。

“近期除了大家较为担
心的新冠病毒外，疱疹性
咽峡炎、细菌性肠道传染
病、登革热等疾病也已进
入发病高峰期。”林敏瑜提
醒广大考生，除了把好“病
从口入”关，外出时也应使
用蚊虫驱避剂等驱蚊产品，
避免被蚊虫叮咬，引发相关
疾病。

曾有报道，一名女性
HAE 患者，因为水肿发生
在腹部，她总觉得腹痛，最
严重时几天一滴水都不
进。为了找出病灶，医生进
行剖腹探查，没发现问题又
把肚子关上。再次发作时，
肚子又被打开，反复多次，
到确诊为 HAE 时，患者已
经开刀五六次。

“HAE 并不是天天发
作的血管性水肿，有可能难
得发作一次，也有可能持续
性地发作，或者某一次非常
严重，引发生命危险。”纪超
教授说，正因为 HAE 发作
的频率、部位、严重程度往
往难以预测，早筛、早诊就

非常重要，建议反复发作的
面部或手足皮肤水肿，或者
反复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
一定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排
查。

目前HAE已经有了针
对性的治疗药物，既有快速
缓解病情的“急救药”，也有
长期为患者保驾护航的预
防药，90%的病人可通过定
期定量服用药物来控制水
肿不发作。

由于大部分HAE患者
存在家族史，陈万金教授建
议，患者一旦确诊为HAE，家
中近亲最好也进行HAE家
系筛查，确诊后应根据病情
采取观察随访或预防用药。

陈阿姨自小身体瘦
弱，时常感冒发烧，十多
年前又得了高血压、类风
湿等，长期吃药对身体也
是个很大的负担。大约
半年前，她突然头晕摔
倒，后脑着地，送到医院
缝了八针。伤口愈合后，
头晕却持续存在，在当地
多家医院看过，都没有查
出原因，医生说可能是头
部摔伤后引起脑震荡，让
她多休息。

5 个月里，陈阿姨一

起床头就晕，“天旋地转，
感觉床铺都要倒了”，厉害
的时候一天要呕吐好多
次，苦不堪言。她感到很
困惑，脑震荡休息一阵子
也就差不多了，为何自己
的头晕症状一直都在？

不久前，陈阿姨经人
介绍到第九〇〇医院仓山
院区神经内科就诊，李华
主任检查发现，陈阿姨头
晕的原因是良性阵发性位
置性眩晕，也就是常见的

“耳石症”。

中高考将至，如何科学防范新冠感染？
医生建议考生，做好个人防护和自我健康监测

“脑震荡”近半年还没好？
原来是“耳石症”在作怪

一人确诊，全家筛查！这种罕见病要当心
医生提醒，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是一种遗传性罕见病，身体多个部位可毫无征兆地发生急性

水肿，早筛、早诊很重要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家里好几个人都有荨麻疹，我最严重，发作起来，全身风团不说，严重时，嘴唇
肿得和电影里的香肠嘴一模一样，非常可怕！”来自福建某地的小刘(化名），一直以
为自己得的是荨麻疹，直到前不久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奥体院区进行专
业筛查后，才知道竟是一种名为“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以下简称HAE）的罕见病。

HAE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对此，海峡都市报记者采访了该院的两位
专家。

附一医院罕见病医学
科主任陈万金教授介绍，
HAE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
遗传病，起病急、进展快，而
且有明显的遗传倾向，75%
的患者在 10—30岁期间首
次发作。目前，该病在全球
患病率约为五万分之一，
2018年被纳入我国第一批

罕见病目录。
“患者由于体内缺乏

C1 酯酶抑制物或其功能
存在缺陷，而导致四肢、
颜面、生殖器、呼吸道和
胃肠道黏膜等身体多个部
位毫无征兆地发生急性水
肿，严重影响日常工作、
学习、生活和情绪健康。”

该院皮肤科主任纪超教授
表示，HAE 以血管性水肿
为临床特征，特别是在疏
松结缔组织，如口周、喉
头 、眼 睛 周 围 等 出 现 水
肿。其中，喉头水肿最为
凶险，从发病到出现窒息
可能仅需 10 分钟，严重威
胁患者生命。

“我国有 50％的 HAE
患者发生过喉头水肿，其
致死率最高可达 40%。”陈
万金教授介绍，由于目前
对疾病认知度不高，75%的
HAE患者曾至少一次或多
次误诊，患者从首次发病
到明确诊断平均需要约 13
年之久。

起病急进展快，且极易误诊

一旦确诊，建议家族成员都要筛查

N海都记者 吴臻
实习生 李丹 陈依琳

近日，“首阳”“二阳”等新冠相
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引发网友关
注。

6月份是中考和高考的重要月
份，如何在关键时刻做好防护，以最
佳状态迎考？备考或考试期间，万
一“阳”了怎么办？

针对以上话题，记者昨日采访
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
任医师林敏瑜。

“不论是初次感染还
是二次感染，本轮新冠病
毒感染临床上的表现都较
为相近，会出现咽痛、咳嗽
的症状，部分患者有发热
表现。从目前接诊情况来
看，‘二阳’的症状相对‘首
阳’要轻，二阳患者大多发
热持续时间短，恢复也快，
重症比例较低。”林敏瑜建
议考生做好日常个人防

护，比如勤洗手、戴口罩、
注意咳嗽礼仪、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聚餐时使用公
筷、少去人员密集场所等，
并做好居所、学习场所的
通风换气和清洁消毒等；
家人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
症状，应避免与考生密切
接触，并做好通风消毒，最
大程度地降低新冠感染的
影响。

考生如果身体出现不
适，如发热、干咳、乏力、咽
痛等症状，应及时进行自
我健康监测。“不要一出现
相关症状就立刻认为自己
是‘阳’了，要知道，其他因
素也会导致出现头痛、流
涕、咳嗽、咽干等症状，比
如天气变化引起的着凉
等。”

“合理的饮食、充分的

休息以及良好的睡眠，有利
于增强考生的免疫力。”林
敏瑜进一步解释，高考前不
要随意改变考生平时的饮
食习惯。另外，天气越来越
热，为了解暑降温，很多考
生喜欢吃冰淇淋或冰镇饮
品，很有可能会伤到脾胃,
甚至患上急性肠胃炎、急性
胃扩张、消化不良等消化系
统疾病，应尽量避免。

考前如何做好防护？ 专家：做好日常防护，注意合理饮食，充分休息

考试期间“阳”了咋办？ 专家：建议在医生指导下用药，避免引起不良反应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通讯员 杜航 林东晓

闽清65岁的陈阿姨，半年前摔了一跤后持
续头晕，被当作“脑震荡”治疗，休息了5个多月
仍不见好转，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后才发现是“耳
石症”。

李华主任介绍说，耳
石微粒附着在内耳中与半
规管连通的椭圆囊和球囊
表面，脱落到耳部椭圆囊
及半规管内，在体位改变
特别是头部活动时，耳石
微粒会随着流动的组织液
运动，并触碰到半规管的
毛细胞，会刺激平衡系统
产生眩晕、恶心、呕吐等症
状，手法复位治疗能快速

有效控制症状。
李华主任提醒，耳石

症的发病原因复杂，老年
人群、头部外伤、耳部疾
病、过度劳累及头部过度
后仰等均可能出现，在日
常生活及工作训练中，注
意保护头部，避免头部外
伤，积极治疗耳部疾病等，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耳
石症的发病机会。

摔倒之后，晕了5个多月

手法复位治疗可控制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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