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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出品 手足口病高发期 低龄童需预防

N见习记者 周婉怡 毛朝青 文/图

岁月悠长伴夏鸣，浮华褪尽荷飘香。夏至时节，蛙声
阵阵，蝉鸣声声，稻花如白练，荷花别样红。

6月21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夏至。
此时，日渐升高的气温，宣告着仲夏时节的来临。正如

“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所说，夏至是太阳的转折点，
在这一天，白昼的时间达到一年中的最长值，但在这天过
后，太阳将走“回头路”。

虽然夏至白昼最长，但并不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那么这天，福州的天气如何？古人把夏至分成“三候”，又
代表着什么？在一年中阳气最盛的这天，我们应该怎么

“养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夏至的那些事儿。

海都讯（记者 林宝珍）
从肌肉无力、萎缩开始，逐
渐失去所有运动功能，无
法行动、言语、吞咽，直至
呼吸衰竭，但思维不受影
响……这类患者被形象地
称为“渐冻人”。

6 月 21 日是第 23 个
“世界渐冻人日”。专家表
示，作为罕见病，渐冻症目
前还无特药，但规范治疗
可以减缓病情进展、延长
生命，同时，患者需要社会
更多的关爱。

陈彬今年 52来岁，两
年前，他的右手突然变得
无力，使用筷子夹菜困难，
系纽扣笨拙，不久虎口肌
肉出现萎缩；半年后，左手
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一开
始，陈彬以为是颈椎病，反
复到社区医院等进行理
疗。然而病情不仅无好
转，症状还不断加重，双手
肌肉萎缩、无力，后来下肢
也开始出现无力的情况，
舌头的肌肉也有些萎缩，
讲话不那么利索。去年 2
月，经人介绍，陈彬前往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邹漳钰
博士的门诊就诊。经过体
格检查和肌电图等专业检
查后，他被诊断为“渐冻

症”，接受药物治疗。目
前，陈彬生活基本能自理，
外出需要轮椅，吃饭时不
注意容易咳呛，说话也要
缓慢一些。

“运动神经元病是一
组严重致残的神经系统退
行性疾病，其中最常见的
是 肌 萎 缩 性 侧 索 硬 化
（ALS），这组病的主要症
状是肌肉萎缩和无力。这
种病目前没有特效药，无
法治愈，只能通过药物和
护理延缓病情进展、延长
生 命 。”邹 漳 钰 博 士 介
绍，目前治疗渐冻症的药
物主要有两种，其作用是
延缓病情进展，延长患者
生存期。除了药物以外，
还要进行多学科综合治
疗，如病人出现吞咽功能
明显困难时，可进行胃造
瘘手术，通过进食方式的
改变，增加营养；当呼吸
肌受累，呼吸不畅时，就
要考虑使用呼吸机辅助
通气等。此外，还有一些
智能产品可以帮助患者
与外界交流，如在眼动仪
的帮助下，患者能使用电
脑和外界交流。“早期诊
断、早期启动治疗，早获
益，同时心理支持也非常
重要。”

时光知夏至 万物恣意长
今日我们迎来最长的白昼——夏至，这天阳气达到极致，养生需顺应天时，

冬瓜豆腐排骨汤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运动神经被“封印”
他确诊“渐冻症”
今日是世界渐冻人日，医生表示，

作为罕见病目前还无特药，但规范治疗
可减缓病情进展、延长生命

手足口病与疱疹性咽峡炎
有何不同？

答：都是由肠道病毒引起
的急性传染病，都会在口腔内
出现小水疱和溃疡，但仍有不
同之处——

出现疱疹的位置不同：
疱疹性咽峡炎的疱疹仅仅

出现在口腔内。患手足口病的
大多数孩子除了口腔内会出现
疱疹，还可能会发展到手、足、
臀等部位出疹。

发病风险不同：
疱疹性咽峡炎虽然可能合

并细菌感染，但极少出现并发重
症。手足口病则可能出现重症
病例，少数患者可能患心肌炎、
脑炎等，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1. 勤洗手。饭前便
后、外出回家后要用流
动清水及洗手液或肥
皂 洗 手 ，持 续 至 少 20
秒。

2. 勤通风。家中应
每天开窗通风 2~3次，每
次不少于30分钟。

3. 勤清洁。婴幼儿
用的餐具、水杯、奶瓶等
物品，在使用前后应充分
清洗，最好煮沸或高温消
毒；孩子的毛巾、被褥，以
及玩具等也要定期清洗
消毒。

4. 避开感染源。在

流行季节及地区，尽量减
少到拥挤的公共场所，避
免接触患儿。

5. 接种疫苗。 6 月
龄~5岁的适龄儿童可接
种 EV71 疫苗，能有效预
防由EV71病毒所引起的
儿童手足口病。

首先要勤测体温。
生病期间，要注意孩子的
体温变化，防止高热惊
厥，可采用物理降温或药
物降温。

清淡饮食。由于口

腔疱疹，孩子可能拒食，
可以多喝温水，吃清淡、
易消化的粥或面食等，不
吃硬的、刺激性的食物。

减少外出。尽量减
少外出，尤其不要到人多

的公共场所，若是学龄期
宝宝，建议症状消失一周
后再继续上学。

密切关注。密切关
注孩子精神状态，若出现
症状加重，应及时就医。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
道病毒感染引起的儿童常
见传染病，以发热，手、足、
口腔等部位出现皮疹或疱
疹为主要特征，多发于 5岁
及以下儿童。通常潜伏期
为 2~10天，平均 3~5天，7~
10 天可自行痊愈，皮肤一
般不会留疤痕。

多数感染的儿童为普
通型，发病时间快，在口腔、

口周会出现疱疹，手足处出
现疱疹和斑丘疹，但疱疹并
不局限于这三个部位，出疹
的同时或者出疹前都可能
会出现低热的状态。

少部分儿童发病后迅
速影响神经系统，表现为脑
干脑炎、脑脊髓炎、脑脊髓
膜炎等，并且容易发展为心
肺功能衰竭、肺水肿，极容
易有生命危险。

夏天来了，病毒也开始肆意流行，近期不少
医院接诊突发高热的患儿。对此专家提醒，进
入夏季以来，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高发，具
有传染性，学龄前儿童需重点防范。特别是在
儿童密集的托幼机构，很容易出现聚集性疫情，
需要引起广大家长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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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多发于5岁及以下儿童

日常预防 勤洗手勤清洁接种疫苗

如不幸“中招”护理很重要

21日 大雨转小雨 27℃~35℃
22日 大雨转阴 25℃~31℃
23日 小雨转阴 24℃~31℃

人们常说“不过夏至不
热”，过了夏至，才刚刚要进
入炎热的夏天。随着气温的
不断升高，人们常常有了“苦
夏”的症状，如困乏无力、食
欲不振等等。福建省第三人
民医院陈慧云营养师建议，
夏至养生要从三个方面入
手，一要调息静心，二要夜卧
早起，三要防暑祛湿。

长夏酷暑易伤津耗气，
人们常常感到疲乏，也容易
出现情绪烦腻。因此，要特
别注意顺应夏天阳气旺盛
这一特点，振作精神，勿生
厌倦之心，使气宣泄，免生
郁结。

由于夏至昼长夜短，阳
气盛极，阴气初始，人受其
影响，睡眠时间自然缩短，
但这并不影响人体健康，因
为顺应就是对身体最好的
养护。同时，人们还应顺应
一天之中的阴阳变化。陈

慧云说道：“中医理论认为，
午时（上午 11 时至下午 1
时）是一天之中阳气最盛、
阴气初始的时刻，午时小睡
半小时左右，可以很好地滋
阴护阳，使阴阳平衡。”

夏至后特点是暑湿，雨
季的到来和暑热的自然气
候的结合之下，长时间的阴
雨使湿气成为重要致病因
素。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容
易出现呕恶、吐泻、腹痛甚
至痢疾等胃肠道症状。所
以，夏至后的长夏时节，饮
食要清淡，少油腻，以温食、
易消化吸收为主。

陈慧云介绍，冬瓜豆腐
排骨汤是非常适合这个季
节食用的。冬瓜有清降胃
火、养胃生津之功，豆腐为
补益清热养生之品，排骨有
补中益气之效，三者合用煮
汤，口味鲜，汤清宜人，利于
清热，适合夏季食用。

6月 21日，太阳运行至
黄经 90 度，太阳直射地面
的位置达到一年的最北端，
直射在北回归线上，北半球
各地白昼时间也达到全年
峰值，这一天便是夏至。

在夏至这天，因为白昼
达到最大值，阳气也随之达
到了极致。据福州民俗专
家邱登辉介绍，阳气的极
致，使得下阴气开始产生，
因此夏至的物候分为一候
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
半夏生。

“在炎热的仲夏之际，
一些喜阴的生物逐渐出现，
而喜阳的生物却开始退缩
了。”邱登辉说道，一候中古
人认为鹿的角朝前，所以属
阳。而夏至日阴气生，阳气
开始走向衰落，所以鹿角出
现脱落的现象。二候中雄
性的知了在夏至后感到阴
气的滋生，开始鼓腹而鸣。
三候中喜阴的药草——半
夏，它是一种喜阴野生中药
草，因出生于仲夏的沼泽地
或水田中而得名。

人们常说“夏雨隔田
坎”，说的便是，夏至前后地
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
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
阵雨，这些雨骤来疾去，降
雨范围小。而福建最近几
日的天气，很有着“夏至”的
特点。

21—22日，福建省以阴
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

中北部地区将有中到大雨，
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

而 榕 城 21—23 日 将
迎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其中 22 日雨势将达到最
强，而在气温方面，颇有
迎来“夏至”的气势，午后
最 高 气 温 将 升 至 35℃ 。
22—23日气温会有所回落，
在24℃~31℃。

夏雨隔田坎 雨骤来疾去

夏至到阳气至极 喜阴生物渐苏醒

夏至养生 顺应天时

今起三日
福州天气情况

夏至白昼最长，但并不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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