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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敏 人 数 快 速 增
加，呈现年轻化趋势

不过敏的人很难理解过敏的感
受。有人认为，过敏就是对某种物质
过于敏感的意思。

“过敏实际上是身体的免疫系统
发生了紊乱，对外来物质产生的一种
过度反应。”尹佳对此正本清源，“当
过敏发生时，免疫系统把像花粉、食
物这些平常可以接受、耐受的物质视
为异物，对其进行抵抗、清除，对人
体组织产生损伤，进而导致过敏症状
的出现，比如水肿、皮疹、哮喘等。”

过敏性疾病在中国人的疾病谱
里，是最近这些年才进到前列的。尹佳
在协和医院出门诊，以前还有淡季旺
季，现在一年到头，患者从不减少，而
且越来越呈现年轻化、低幼化趋势。

“过敏的人数现在处于快速增长
的水平，尤其是最近 10 年，我觉得差
不多是陡增了。”尹佳说，“而且在年轻
群体里，疾病的发病率一下子就特别
高了。我现在的门诊，患者几乎一半是
儿童，跟儿科似的，诊室里得放很多玩
具。这些孩子，有患上湿疹特应性皮炎
的，有食物过敏的，有的连牛奶、鸡蛋、
小麦都不耐受、都不能吃。”

关于过敏人群的数量，虽然中国
还没有一个基于普通人群的流行病学
调查，但从一些局部调查中已能见到
端倪。

2009 年，尹佳承担了一个国家
课题，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对8种过
敏性疾病的发病率进行了流行病学调
查，入组了十几万人。

数据显示，那个时候，也就是
10 年前，北京、上海、广州、济南
这样的大工业城市，过敏性疾病的发
病率已经跟西方发达国家接近了；发
展相对滞后的城市，发病率则是低
的。“可以看出，过敏性疾病的发病

率跟 GDP 增速、经济发展水平、城
市化程度是有密切关系的。”尹佳说。

北京世纪坛医院在内蒙古做过花
粉症的流调。2018 年发表的成果显
示，花粉症在当地的发病率是 18%，
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超过了20%。

如果再把视线放到全球，就能看
到，过敏性疾病是近几十年来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迅速增加的一个
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一种主要的全
球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
全世界有 4 亿人患有过敏性鼻炎，3
亿人患有哮喘。

这种情况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
负担。早在 2007 年，美国过敏性疾
病的治疗总费用就达到 197 亿美元；
2014 年 欧 盟 估 计 为 55 至 151 亿 欧
元；日本和花粉症相关的直接和间接
医疗费用每年高达近3000亿日元。

环境、气候变化加
重过敏性疾病

为什么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
了？尹佳以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疾病花
粉症为例，进行了解释。

之前有报道称，某年陕西榆林花
粉症高发，是因为治沙飞机飞播沙
蒿，造成了空气中花粉浓度特别高，
所以患者暴增。尹佳对此并不认可。

“花粉症发病率升高，不是只发生
在某一个区域，很多地方都在升高。比
如内蒙古乌兰察布、河北张家口，那里
没有飞播，但患者同样在增多，同样是
花粉症的重灾区。”尹佳说。

尹佳认为，问题的答案，要到气
候、环境和生活方式变化上去找。

“这三方面的变化，就是过敏性疾病
患者增多的原因，也是预防的切入
点。”她说，而这三方面背后，是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过敏又被
称为“富贵病”。

近年，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界

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气候变
化和环境因素改变带来的过敏性疾病
发病率增高、病程延长、病情加重和
随之而来的疾病负担加重等，已引起
世界各国变态反应学界的高度关注。

据尹佳介绍，气温升高、气候变
暖、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加速、极
端天气增加、飓风、雷暴、严重干
旱、空气污染等因素，可以使花粉季
延长，花粉产量增大，在空气中浓度
升高；极端天气导致的洪涝等使大面
积居住区域被水浸泡，导致室内外空
气中霉菌含量增高，霉菌过敏性哮喘
发病率升高。

“我国部分地区花粉症的发病率
已经超过 20%，其中 37%的花粉过敏
性鼻炎患者将在 5 年内发展成哮喘；
霉菌诱发的哮喘已经成为我国儿童过
敏性哮喘的首要原因。”尹佳说。

基于这种形势，世界变态反应组
织给今年“世界过敏周”（6 月 18 日—
24日）设定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加重
过敏性疾病，准备应对”，呼吁全世
界过敏性疾病领域的工作者向公众宣
传推广这方面的科普知识，大家联合
起来，共同面对过敏性疾病逐年增高
的挑战。

改变过于精致的生
活方式，亲近自然

如果说环境、气候的变化是助
攻，那么，生活方式的变化，则是过
敏性疾病人群增多的主推手。

“70年前，中国人是用什么洗头
的？”尹佳曾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起过
这么一项调查，很多网友都参与了，

“有说用皂角的，有说用草木灰的，
有说用肥皂的，还有说用碱的。总
之，都是天然性的。”

很快，中国人的洗涤用品丰富了
起来，各种人工合成的洗发香波层出
不穷。尹佳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几千年传统的生活方式，使我
国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一直处于较低
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
速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
也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尹
佳说，“随着生活水平和环境的改
善，各种室内装饰材料、食物添加
剂、化妆品、洗涤用品等已成为每个
人都离不开的产品；和祖辈相比，年
轻人的生活更加远离自然了。”

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以花粉症
为代表的过敏人群陡然增加。在尹佳
看来，这是因为精致的生活方式和频
繁使用洗涤用品等，破坏了人们天然
的皮肤保护屏障和消化道自然屏障，
使得各种皮肤过敏和食物过敏出现。

“对外界来说，人体有几道屏

障，比如皮肤屏障、呼吸屏障、消
化道屏障。它们是由各种各样的微
生物组成的微生态。肠道有肠道的
微生态，皮肤有皮肤的微生态，其
中存在很多有益的细菌，跟我们共
生，提供一种天然的保护，让体内
的生态和体外的生态达到一个稳态
的平衡。”尹佳说，这种平衡现在不
断被打破。

比如消毒。“生活中到处都在消
毒，给地板消毒、给餐具消毒、给手
消毒、给奶嘴消毒……在形形色色化
学物质的围绕下，人体平衡被破坏
了。”尹佳说，“过去生活条件差，很
多农村孩子被寄生虫感染，肚子里都
有蛔虫。在感染那些细菌和寄生虫的
同时，其实也锻炼了强大的免疫系
统，把过敏压下去了。”对此，尹佳
建议今天的家长：让孩子多玩土。

过敏可防可治，就
是医生太少

100年前，美国专家就发现，那
些种田的人天天接触花粉，不得花粉
症，得的反而是那些总在室内的人。

“总生活在室内，不晒太阳，不
接触外头空气的人，容易过敏。检测
发现，大部分患者体内的维生素 D
含量特别低——缺少日晒、过度防晒
的结果。维生素 D 低是容易发生哮
喘 、 容 易 发 生 过 敏 的 一 个 危 险 因
素。”尹佳说。

因此，接近自然，调整生活方
式，是预防过敏性疾病的重要途径。

“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你
是不是更容易过敏。”尹佳说。

而一旦得了过敏性疾病，尹佳提
醒，首先得去正规的医院查过敏原，
找出来以后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回
避。“同时，我们建议做脱敏治疗。”
她说，“虽然无法根治，但脱敏治疗
是唯一能够改变过敏性疾病自然进程
的治疗方法。”

尹佳说：“脱敏治疗的原理跟打
疫苗相似，你对什么过敏，就给你打
什么，从小剂量一点一点加，直到打
一个比较大的剂量。体内免疫系统一
次一次被激发、被锻炼，再碰上过敏
原就耐受了。”

谈起诊疗，尹佳喜忧参半：“变
态反应医生最擅长的就是特异性诊断
和脱敏治疗。但中国现在这种专科医
生特别少。”

据统计，全国变态反应医生只有
300 多人，加上其他涉及过敏的专
科，比如耳鼻喉、呼吸的医生，也不
过2000多人。“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学
科？为什么要推动过敏的宣传？为什
么要做科普？就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
医疗资源太稀缺了，要大力培养专科
医生。”尹佳说。

“过敏性疾病在了解致病诱因之
后，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尹佳
说，“在今年的‘中国过敏防治周’
期间，将向患者、媒体和公众推广今
年主题所包含的各种过敏性疾病的科
普知识，提高全民对气候、环境和生
活方式等因素可以诱发过敏性疾病的
知晓度，帮助他们主动寻求医生的检
查与帮助，保持健康自然的生活方
式，避免过敏原，保护环境，共同预
防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或加重。”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学系主任尹佳解读——

为什么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
本报记者 熊 建

“尽快找一张床位，我们要收一个10岁的孩
子入院。”当接到主诊组长田龙教授电话的时
候，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作为一个患者群体以成人为主、收治小孩
经验并不多的泌尿外科医生，其实内心是对儿
童患者有一丝抵触情绪的，不仅是因为年纪太
小的孩子很难配合治疗，家长对孩子的关心，
很多时候也会给医患沟通乃至治疗本身带来额
外的压力。

当我看到这个患儿住院单上的诊断之时，
心里又忍不住咯噔了一下——“后天性阴茎
缺失”。

一个 10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
情？我几乎不敢想象。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床
位，并联系患儿家长安排好住院事宜，挂电话
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点不安，也有一点期待。

等到次日，患儿入院，我才知道了真相。
原 来 ， 这 个 孩 子 自 幼 患 有 “ 隐 匿 性 阴

茎”——男性生殖系统的发育畸形。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孩子 1 年前在当地一家医院做了
手术。

手术之后，起初还好，可没过多久，孩子
的阴茎出现了感染，再往后就是坏死、发黑，
最终完全脱落。一个 10岁的小男孩，不仅完全
失去了阴茎，甚至连站立排尿也无法做到了。

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场灾难。孩子爸妈
除了带着孩子四处奔波求医以外，还要处理医
疗纠纷。这个不富裕的家庭除了在经济上雪上
加霜，内外的压力也一度让孩子父母的婚姻走
向破裂的边缘。

“但是这一切跟孩子对我说的话比起来，
都算不了什么。”孩子妈妈在讲述的时候，忍
不住痛哭，“他跟我说，妈妈你别着急，你们
也别离婚，我不怕跟别的小男孩不一样，我也
不怕他们嘲笑我只能蹲着尿尿，我在学校都是
课间最后一分钟才去厕所的，这样他们就都看
不见我了。”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我的心里似乎被什么
东西撕扯了一下，眼泪也跟着一起落下。

“哪怕孩子打我们、骂我们、埋怨我们，也
比现在这么安慰我们好啊。听他这么说，我的
心跟刀割一样。”孩子妈妈说，“大夫，孩子的
小姨把我们看病的经过写下来了，每去一家医
院，就多写一页，你拿去看看。”

密密麻麻全是字的几页纸，让我看到了这
个家庭的苦难。希冀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几页
纸不用再增加下去。

孩子住院后，科室胡小鹏主任及朱丽颖护
士长、崔丽艳护士长都格外重视，十分关心孩
子的治疗情况。男科团队很快制定好了治疗计
划，并由技术精湛的田龙主任和韩虎副主任医师亲自手术。查房的
时候，田龙、韩虎两位医生拉着孩子的手安慰他。护理团队更是格
外关注孩子的情绪。

手术分两步走，先初步恢复形态和站立排尿功能；待孩子青春
期发育以后，进一步改善外观和恢复男性功能。

术前谈话时，孩子的父母还有一些紧张，毕竟经历了这么多曲
折。反而孩子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淡定，或许是想让他父母好受一
点。这种淡定让我一肚子的安慰话无处说出口。

但毕竟还是个10岁的孩子呀，小男子汉咬牙挺着的坚强，在被
推进手术室、脱离了父母视线的一刻，还是溃不成军了。面对手术
室里的环境，孩子忍不住哇哇大哭，不敢被麻醉。

手术室的护士和医生都十分耐心，拉着孩子的手，一点点帮助
他平静下来了。我们告诉他，这里都是身经百战的叔叔阿姨，能够
保护好他，不会疼也不会有危险。孩子终于同意麻醉了，睡着的时
候脸上还带着泪痕。

随后便是2个小时紧张的手术。术中每一个步骤田龙、韩虎两位
专家都力求精细，一刀一剪、一针一线都用最小创伤的方法进行。
通过我们的努力和麻醉科、手术室同事的保驾护航，手术十分成
功，原本几乎已经看不到的阴茎又有了接近正常的大小。

术后再查房的时候，一家三口的神情已经与手术前截然不同
了。孩子爸妈脸上的愁云和紧张一扫而空，而孩子脸上的笑容也告
诉我们，他是真的不担心、不害怕了。我们用行动告诉了他，他依
然会是一个坚强又优秀的男子汉。

“以后不用安慰妈妈了吧？”
“是的，叔叔。”
从医以来，以前经常问自己做一名医生的初衷和意义，可近些

年来，虽然技术水平有所增长，日常工作愈发熟练，可是想起来问
自己从医初衷的时候却越来越少了。

或许是因为忙碌，但更多的可能是面对人间苦痛的习以为常和
麻木，对于各种风险和有难度的事情也有了回避心态，以为自己通
过多学一些技术、增强一些能力、习得面对各种情况的经验，就能
做好一个医生了。

但是，这件事告诉我，我们肩上承担的并非只是一份普通的工
作，而是很多人的健康、幸福与尊严。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好，对
患者来说就是人生乃至生命的得失。

人世间的苦难和病痛很多，并非一个两个医生护士就能消灭，
但如果我们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始终怀着为患者抵御病痛、修补创
伤的初心，那么我相信，世间的疾病和苦难就能大大减少。

（作者为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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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灵灵，我总感觉自己和别
人不一样，感觉身体里仿佛住着两个
人。”这是近日由北京大学学生健康
传播协会主办的首届北京大学健康传
播“医学、人本与媒介”国际影像邀
请展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剧情短视
频奖的作品《两个我》中的台词。

《两个我》 以皮影短视频的方
式，从患者的角度诉说了其在罹患双
向情感障碍之后不被理解的困境。

短视频开头的灵灵，被困在一个
昏暗的房间里。她有时觉得自己无所
不能灵感充沛，有时又低落消极只想
蜷缩在床边。当她面对爸爸妈妈的关
怀时候，她选择关上门逃避：“我既
想得到他们的呵护，又不想让他们受
伤。”她尝试推开门，但是却感觉孤
独如影随形。外面的世界鸟语花香，
同龄人嬉笑打闹，然而灵灵却无法融
入进去。她自述：“我与他们之间总
是有一堵墙。”

幸运的是，在心理医生和家人的

帮助下，灵灵最终康复了。从此之
后，她眼中的世界从黑白色变成了彩
色，开头昏暗的房间也变得明亮起
来。“虽然蜕变很难，但请你勇敢地
站在阳光下，让那些愿意帮助你的人
有机会去帮助你。”灵灵温和的声音
和舒缓的音乐一同响起。

《两个我》的作者是来自北京大学
的宋玉格同学。“在真正走进医学之
后，我才知道爱和希望远比所谓的病
毒蔓延得更快，这便是医学的温度。正
因为有无数爱的汇聚和接力，我们才

得以击破重重困难，筑起健康的长
城。”她在公众号“北大医缘”中说。

皮影戏+健康传播，《两个我》
用这种融合传统文化又不失新奇的方
式，向读者科普了双向情感障碍，既
饱含人文关怀又不失科学严谨。“此
次基于健康传播的PBL案例研究课程
举办的健康传播国际影像邀请展，就
是一个以人文精神为引领，将科学与
艺术相结合的实践性教学模式的创
新。”北京大学学生健康传播协会的
指导老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许静说。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副理事长吉

朋松表示，传播、科普、健康、光
影、微电影的结合，创造出一个健康
科普和传播的新模式，让全民健康素

养在全新的视觉体验中得到了提升。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

明辉表示，影像展是一次非常有意
义 的 尝 试 ， 展 出 作 品 涉 及 食 品 安
全、控烟、脑卒中、糖尿病、精神

卫生、妇幼健康等当前公共卫生的
众多领域，在光与影的艺术里，用
青春的视角、人文的情怀，解读着
对生命与健康的认知，以及如何为
构建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和世界做
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健
康中国委员会会长潘翔鸣认为，健康
主题的短视频对于鼓励受众思考健康
议题、提升科学认知等方面具有积极
的社会意义，应鼓励更多学子参与到
健康科普和健康传播中去。

本次国际影像邀请展共颁发了
最佳剧情短视频奖、最佳纪录短视
频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
最具创意奖、最佳传播奖、最具科
普奖、评委会大奖等 8 个奖项，并
有 19 部作品获得优秀奖。各参展者
发挥专业与兴趣所长，站在多元视
角 ， 深 度 理 解 和 思 考 中 国 国 情 实
际，呈现出并丰富了“健康中国”
的现实内涵。

首届北大首届北大““医学医学、、人本人本与媒介与媒介””国际影像展举行国际影像展举行

在光影中传播对健康的认知在光影中传播对健康的认知
王子秦

健康中国
奋发有为

尹佳跟过敏“杠”了30多年。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学系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

分会会长，尹佳发现，过敏性疾病患者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尤其近十
年，可以用“陡增”来形容，亟须引起广泛重视。

8月7日至13日，是第八个“中国过敏防治周”，主题是：“关注气
候、环境和生活方式变化，预防过敏”。

“希望通过科普宣传和学术推广，帮助公众了解气候、环境和生活方
式变化对过敏性疾病的影响，提高公众对上述因素诱发的过敏性疾病的
认识水平，使其在生活中自觉避免过敏诱因，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保
护环境，和医生一起，共同推动提高我国过敏性疾病的防治水平。”尹
佳说。

图为尹佳。 受访者供图图为尹佳。 受访者供图

图为游客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街头游园赏花。春暖花开时节，人们喜
欢出门踏春赏花，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花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其中最常见的
就是过敏。花粉过敏患者应谨慎出门。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图为游客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街头游园赏花。春暖花开时节，人们喜
欢出门踏春赏花，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花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其中最常见的
就是过敏。花粉过敏患者应谨慎出门。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图为皮影短视频《两个我》的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