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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王灵婧/
文 毛朝青/图） 18日，福
州市民郭先生拨打海都
热线 968880反映，福州市
鼓楼区西二环北路辅路
梅峰宾馆公交站（南往北
方向）旁的非机动车道，
拱成了“大波浪”。

当天 13 时许，记者

在现场看到，梅峰宾馆
公 交 站 旁 的 非 机 动 车
道，其中 100 米长的路
段有路面不平的情况，
最大落差有 20 厘米左
右，围挡花圃的护栏有
明显的沉降。非机动车
通 行 时 会 产 生 颠 簸 。

“ 因 为 路 面 不 平 起 伏

大，我骑电动车经过时
像冲浪，雨天时非常不
安全，容易打滑。”经过
此路段的电动车骑手陈
先生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将此问题
反映给福州市市政工程
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将尽
快派人到现场查看。

发热一月不退 原来是肺“发霉”
福州一男子肺里检出曲霉菌；医生提醒，霉菌无处不在，日常防范做好这几点

福州梅峰宾馆公交站附近

路面起伏大 骑车似“冲浪”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梁展豪） 9月以来，海上
台风非常活跃，“摩羯”“丽
琵”“贝碧嘉”“普拉桑”相
继生成，还有两个热带低
压（其中一个是目前在海
上 发 展 的 南 海 热 带 低
压）。有市民感到疑惑：这
都 9 月了，为啥台风还一
个接一个？

昨日，记者从福州气
象部门了解到，首先，常年
平均情况下，9 月份本身
就是台风活跃季，生成的
台风数量仅次于 8 月份，

为全年第二多的月份。其
次，近期副热带高压的形
状、位置也利于台风形成。

台风“普拉桑”的“腿
脚”很快，目前正以每小
时 45 公里左右的速度朝
我国快速靠近。虽然“普
拉桑”强度算不上特别
强，但紧随“贝碧嘉”再次
影响华东地区，且赶上北
方冷空气南下，可能会联
手掀起比“贝碧嘉”还强
的雨水。

受台风外围影响，福
州未来两天多阵雨或雷阵

雨天气。未来三天气温还
是居高不下，市区高温在
34℃左右，空气湿度大，体
感闷热，还是要注意防暑
降温。

9月了 为啥台风还一个接一个

福州市区今起
三天天气预报

9月19日 中雨转多云
26℃~32℃

9月20日 小雨转多云
27℃~34℃

9月21日 多云
27℃~34℃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福州市民李先生（化名）近来反复低
热、干咳，医生起初考虑是肺部感染，但治
疗了一个月症状不见改善，反倒恶化了。
近日，他再次到医院检查，通过支气管镜
和真菌培养，医生找到了“元凶”，原来他
肺部罕见地感染了曲霉菌，相当于他的肺
部“发霉”。

李先生是一名鼻咽癌
患者，最近一个月因反复
低热，伴阵发性干咳，到医
院查胸部 CT 后，发现肺
部感染，在给予头孢等抗
感染治疗一个月后，症状
没有明显改善，再次复查

胸部CT，竟然发现肺部病
灶较前增多。

日前，李先生转诊到福
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呼吸内科，林秀华副主任医
师通过支气管镜检查，发现
他的肺部有多处脓痰栓，送

检真菌培养后检出黄曲霉
菌，最终诊断为“侵袭性肺
曲霉病”。

在改用抗真菌治疗后，
李先生的体温逐渐恢复正
常，“心头大患”终于解除
了。

为何李先生肺部会感
染霉菌？

林医生说，侵袭性肺曲
霉病是吸入曲霉孢子感染
引起的一类威胁生命的肺
部感染性疾病，这种情况通
常发生在免疫功能严重低

下的患者，李先生是肿瘤患
者，且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
治疗，从而被曲霉菌入侵。

“感染曲霉菌后的症状并
不典型，与肺炎或肺结核表现
类似，容易被延误诊断，从而
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林医

生提醒，器官移植或长期使用
类固醇激素的患者，如出现持
续的不明原因的发热和下呼
吸道感染的症状，经充分的
广谱抗生素治疗无好转，要
考虑侵袭性肺曲霉病的可
能，及时就医，尽早明确诊断。

林医生提醒，曲霉菌的
感染途径以吸入曲霉孢子为
主，而霉菌在自然环境中无
处不在，因此，免疫力低下者
在日常生活要注意防范。

1.保持室内通风干燥，防
家具霉变。如放置防霉制品、
定期晾晒衣被和开窗通风。

2.居住环境中“有出水口”
的地方一定要干燥、通风，定期

对空调管路进行清洗消毒，对
卫生间的角落缝隙可以用84
消毒液进行清洁，发现有黑黄
色霉斑，一定要及时清洁。

3. 曲霉菌在动物身上
和粪便里也大量存在。如
果饲养宠物，建议让宠物待
在阳台等空气流通的地方，
不要让宠物进入卧室等主
人 居 留 时 间 比 较 长 的 场

所。将宠物的粪便放置在
固定场所，每日清理。

4.避免接触霉变的稻谷、
稻草或腐败的花卉植物，避免
进入曲霉菌污染的环境及尘
埃飞扬的场所，必须接触时，
应佩戴防护口罩。

5.提高身体免疫力。注
意饮食营养均衡，进食新鲜
食物，及时处理霉变食物。

反复低烧干咳，肺部检出“霉菌”

症状与肺炎类似，易被延误诊断

□支招 霉菌日常如何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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