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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月月 22 日傍晚日傍晚，，一场雷雨强对流一场雷雨强对流
天气降临内蒙古呼和浩特天气降临内蒙古呼和浩特。。大雨过大雨过
后后，，咳嗽咳嗽、、哮喘患者突增哮喘患者突增，，大量市民大量市民
前往医院就医前往医院就医，，呼和浩特市多家医院呼和浩特市多家医院
的急诊的急诊、、儿科儿科、、哮喘相关诊室一时间哮喘相关诊室一时间
人满为患人满为患。。针对这一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呼和浩特呼和浩特
市卫健委回应称市卫健委回应称，，医院急诊科患者人医院急诊科患者人
数增多与雨后花粉浓度过高引起的雷数增多与雨后花粉浓度过高引起的雷
暴哮喘有关暴哮喘有关。。

雷电和花粉看上去毫不相干雷电和花粉看上去毫不相干，，为为
什么加在一起就会引起雷暴哮喘什么加在一起就会引起雷暴哮喘？？到到
底什么是雷暴哮喘底什么是雷暴哮喘？？雷暴为什么会加雷暴为什么会加
剧过敏剧过敏？？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花粉急剧增多
导致雷暴哮喘聚集性发病

9 月 2 日，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的李晓玮女士像往常一样，22 时
左右就上床休息了，此时，屋外正下
着大雨。李女士回忆，在即将入睡时
突然出现胸闷憋气症状。随后的几个
小时里，陆续出现打喷嚏、流鼻涕、
眼睛痒等过敏反应，且症状逐渐加
重。其家人立即陪同她到内蒙古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进行医治。

李女士赶到医院时，急诊门口已
经排起了等候的长队，前来就诊的患
者大多和李女士有同样的症状。

无独有偶，9 月 2 日夜间，内蒙古
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急诊及成人
急诊就诊患者突然增多，短时间内超
过正常工作负荷。该院紧急启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及时救治过
敏性哮喘患者，全力保障患者的安全。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
副主任张玉玲介绍，9 月 2 日 20 时
许，儿内科急诊一时间涌来400多名
患者。“这些患者多处于学龄前和学
龄期，症状为呼吸困难、憋气、大
汗，部分患儿由于喘息憋气严重，不
能平卧，不能说话，病情危及生命，
需要迅速诊断和有效抢救治疗。”张
玉玲说，截至 9月 3日上午，该院共
接诊过敏性哮喘患者500余人次。

在这次就医过程中，李女士表
示，她之前虽然有轻微的过敏性鼻炎
但从不曾服药，更没有出现过哮喘的
相关症状，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过敏突
然加重了。

“这次急诊就诊的大量哮喘患
者，都是以呼吸困难或剧烈咳嗽为主
要表现，大部分病人都有过敏性鼻炎
的病史，并且首次哮喘发病的患者较
多。”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
科副主任医师宋威说，“过敏性哮喘
和普通哮喘从临床表现上差别不大，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因为空气当中花粉
浓度突然增大，导致聚集性发病。”

患病危害大
花粉防治引发高度重视

雷暴哮喘是支气管哮喘的特殊类
型，指在雷雨天气中或紧随其后出现
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或加重，可表
现为局部地区哮喘的大规模暴发，症
状轻至重度不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几乎所有的雷暴哮喘均发生在
花粉高峰季节内。”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儿科副主任王继春说，当城市
周边空气中的花粉随着上升气流进入
云层，和云层当中的水分接触以后，会
释放出更多的变应原或者变成颗粒更
小的物质，“当这些物质随着降雨落到
城市中，城市当中的花粉浓度会大幅
度升高，较平常高很多倍。”

同时，雷暴天气不仅会导致哮喘
和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急性发作，也
会导致普通人出现呼吸急促、喘息等
哮喘症状，危害性极大。

近年来，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白
永飞等专家的协作下，呼和浩特市开
展了主要致敏植被调研，掌握了主要
致敏植被分布规律，明确了蒿属花粉
是主要致敏原。

内蒙古地区过敏性鼻炎患者临床
症状出现的高峰期集中在7月至9月。
今年 8月 29日，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服
务中心发布公众信息称：通过花粉监
测数据显示，目前各地主要致敏花粉
浓度达中高等级，大部地区已进入致
敏花粉高峰期；提醒过敏患者需做好
防护，高敏患者需提前预防用药，已经
出现症状的患者，建议及时就医治疗。

防治结合
主动出击尤其重要

“内蒙古是鼻炎高发地区，特别是
每年夏末秋初，发病人数呈持续上升
趋势，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公共卫生问
题。”呼和浩特市卫健委主任侯煜说。

为提升呼和浩特市变态反应疾病
预防和科研能力，解决当地群众就医

问题，从 2021 年开始，呼和浩特市卫
健委在北京医学会的支持下，与北京
世纪坛医院等多家医院建立了合作关
系，通过“防”和“治”双向发力，已建立
起花粉监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
查、医生规范化培训和患者健康教育

“五位一体”的精准防控体系。
目前，呼和浩特市构建了市、县

（旗、区）、乡镇（社区）三级防治体系。
在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建成了北京世
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分中心，这也
是内蒙古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
的变态反应中心。同时，在全市的区、
县、旗二级综合医院设立了变态（过
敏）反应科，在 34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76个乡镇卫生院设立变态（过敏）
反应门诊，实现了区域性分级诊疗。

从2021年6月开始，北京世纪坛
医院教授王学艳带领专家团队，在呼

和浩特市逐渐建立了120处花粉浓度
监测点，设立了花粉动态监测网络平
台，开发应用了花粉智能日播报App
系统，做到提前预防。

为了减少城区蒿草数量，近年
来，呼和浩特市发动全市干部、职工
带头，群众响应，持续开展了“拔蒿
草、防过敏”活动，对人居和工作环
境周边的蒿属植物在幼苗期和开花前
及时拔除，有效降低蒿草花粉浓度，
减轻个体过敏程度和过敏反应，已累
计清除蒿草近1000公顷。

同时，为提升基层医生过敏性疾
病规范化诊疗的综合服务能力，北京
医学会每周定期对疑难过敏性疾病开
放远程会诊。截至目前，全国变态

（过敏） 反应科、耳鼻喉科、呼吸科
等 157 名专家授课 200 余次、730 余
小时，受众人数达到2万余人次。27
名呼和浩特地区学科骨干赴北京世纪
坛医院进修学习。

“通过规范化培训，医生更加熟
悉和了解了变态反应常见疾病，规范
化诊治能力得到大幅提高。”侯煜
说，“我们相信，通过主动出击、不
断努力，防治过敏性鼻炎这项工作还
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启动应急预案启动应急预案，，监监测测花粉数据花粉数据，，防治双向发力防治双向发力

呼和浩特积极应对雷暴哮喘呼和浩特积极应对雷暴哮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吴 勇勇

根据新闻报道，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近日迎来一场雷雨天气，雷雨后咳
嗽、喘息患者数量明显增多。为什么
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北方地区正值
夏秋季花粉过敏高峰期。一般来说，
杂草、树木等气传花粉过敏原，因体
积较大不易进入人体的下呼吸道，所
引起的过敏症状常局限于上呼吸道，
常引发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
样鼻涕等过敏性鼻炎症状。

然而，在雷暴天气时，强对流常
将花粉颗粒扫向高空，同时花粉遇水
溶胀、崩裂，释放出大量具有变应原
性且直径更小的颗粒，更容易进入人
体的下呼吸道，下沉气流和降水又将
花粉颗粒浓缩并带至地面，大大增加
空气中的过敏原浓度。

因此，气道高反应的过敏患者在
雷雨天气后，接触空气中浓度明显升
高的过敏原，可能导致过敏性哮喘急
性发作或加重，表现为突发或加重的
咳嗽、喘息、胸闷等症状。这也是

“雷暴哮喘”的发病机制。雷暴哮喘
多发生在花粉季节，可表现为局部地

区哮喘的大规模爆发，症状轻至重度
不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那么，应该如何预防雷暴哮喘的
发生呢？

首先，花粉过敏的人群特别是中
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是雷
暴哮喘的易感人群。建议该类患者早
期于变态反应科就诊，进行过敏原检
查。在相应花粉过敏季，做好防护措
施，如户外佩戴口罩、雷雨天气尽量
在室内关闭门窗等。

其次，花粉过敏的患者应积极规
范治疗，在花粉期提前预防应用抗过
敏药物，伴发过敏性哮喘的患者提前
予以吸入糖皮质激素等治疗能够有效
预防雷暴哮喘。

最后，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即
脱敏治疗，可以使过敏患者对花粉过
敏原形成免疫耐受，是改变过敏性疾
病进程的唯一方式，也是针对病因的
治疗。建议花粉过敏的患者到专业的
变态反应科就诊治疗，摆脱过敏，健
康生活。

（作者为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
应科住院医师）

当雷暴天气遇上花粉季
陈力嘉

统计显示，迄今为止全球有记载的雷暴哮喘共有26起。其中，澳大
利亚墨尔本记录了7起，并于2016年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雷暴哮
喘事件——数千人因雷暴出现哮喘症状，最终造成10人死亡。

一项对2016年墨尔本雷暴哮喘事件的分析研究记录，当雷暴气流到
达时，空气中破裂的牧草花粉粒数量增加了250%。

在我国，2018年9月，陕西省榆林市记录一起雷暴哮喘事件。该市
儿童医院收治的56例雷暴哮喘患儿，超半数为首次发病，有过敏性疾病
史48例，有过敏性疾病家族史14例，过敏原包括蒿、尘螨、霉菌等。

2022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记录一起雷暴哮喘事件。分析显示，14岁
至40岁之间发病人数最多，常见症状包括喘息、气急、咳嗽及胸闷。

就卫生健康工作而言，我们面对怎样
的客观环境呢？

这是一个全社会对卫生健康工作最为
重视的时代，是一个全人类对卫生健康需
求最为强烈的时代，同样也是全球围绕健
康领域在生物医学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
方面创新发展最为活跃的时代。医务工作
者应该肩负起时代的使命。

然而，正如《剑桥医学史》作者罗伊·
波特所说：“在西方世界，人们从来没有活
得这么久，活得那么健康，医学也从来没
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强烈的怀
疑和不满。”让人们产生怀疑和不满的原
因，除了现代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技术其本
身尚无法完成人类赋予它“过度的使命”
之外，还在于人文精神在现代医学中的缺
失。只有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体系，才
能真正让医学更有温度。

对此，可从3个维度加以理解。
首先，人文之于医学。医学应该是最

人文的科学，同时也应该是最科学的人
文。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说，人类文
明最初的标志应该是“一块折断之后又愈
合的股骨”，表明人类懂得相互救助。某种
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起点也是医学的起
点，医学的产生和发展本身也是人类文明
的产物。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医疗领域的
广泛应用，为医学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许多疑难杂症
得到明确诊断和治疗，人类寿命和健康状
态得到明显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
至上”的观念不断蔓延，医学的科学属性
在强化，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却在不断
下降。

其次，人文之于医院。
世界著名医院都不乏两大特点：一是

高质量的医疗救治能力、高水平的科研创
新，另一个是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人文理
念。这两者必须有机统一、不可偏废，犹
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人文之于医
院，说到底是医院高质量发展之魂，人文
建设对医院高质量建设，是培其基、固其魂。医院之间综合实力的
竞争，既是科研创新、临床救治“硬实力”的比拼，更是人文“软
实力”的较量。

那么，医院人文建设靠什么？就中国公立医院而言，一靠党的
领导。全面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以党的意志统一职工思想、凝
聚力量，用先进的文化引领人塑造人，用崇高的事业凝聚人鼓
舞人。

二靠传承创新。医院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医疗、教学、科研的实
践中，经过一代一代接续奋斗形成的。医院文化建设不像医疗设
备，买不来；不像学科人才，引进不来，必须靠传承靠总结，靠

“润物细无声”。文化建设急不得——不能摆脱文化建设的规律，文
化建设也慢不得——必须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三靠以人为本。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始终坚持患者利益至上；
坚持以职工为本，真心爱护职工，始终把职工放在心上；发展依靠
职工，医院的建设发展要靠职工的集体智慧；发展为了职工，医院
的发展成果职工共享。

四靠使命引领，增强职工的荣誉感、归属感、认同感。
当然，最重要的是靠有情怀的医院领导班子，“一把手”的人文

情怀是关键。只有医院主要领导和党委班子始终坚持把文化管理作
为医院管理的最好形式，以“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文化自觉，才
能带领职工形成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这样的医院，对患者如沐春风里，对医者如入芝兰室。
第三，人文之于医生。
对于医生而言，最大的快乐就是治病救人。患者来到医院，通

常背后都有触动心灵的故事。就医期间，医生与患者之间经历着两
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更多是观察和记录疾病的世
界；一个是患者的世界，更多是经历和叙述疾痛的世界。医生治病
有“三件宝”：手术刀、药物和语言。手术刀和药物是医生的专业素
养，侧重于“疾病的世界”，语言则是医生的人文情怀，侧重于“疾
痛的世界”。连接这两个世界的就是“语言”，是医学人文精神的
回归。

当下，叙事医学正逐步进入临床实践，其目的就是架通这两个
世界。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些医学院开设了叙事医学课程，让临床医
学更加富有人情味，更加充满温情。

但丁有句名言，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
补不了道德的缺陷。化用一下，就医学与人文而言，医学人文有时
能填补医疗技术上的缺陷，而医疗技术永远填补不了医学人文的缺
陷。所以，人文之于医生，是精进之道、奋进之基，也是医务工作
者成为大医仁医的立身之本。

（作者为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二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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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暴哮喘的发生机制中在雷暴哮喘的发生机制中，，已有研究表明雷暴天气与花粉浓度两个重要已有研究表明雷暴天气与花粉浓度两个重要
因素缺一不可因素缺一不可。。 王子秦王子秦制图制图

某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呼和浩特雷
暴哮喘事件的视频截图。

9月2日晚，来医院就诊的患者在排队。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供图

“大娘，您的身体没啥大事，按照我刚说的治疗方法，坚持1个疗程肯
定见效。”

“大叔，您的血压有点高，降压药 1天 1片可不能停啊，另外还要注意
饮食。”

日前，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东沟村“送医下乡、健康义诊”主题
党日活动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医疗专家服务团正在为群众免
费提供测血糖、量血压、诊断病情等健康诊疗服务。

专家和医务人员根据诊断结果现场开具处方，免费发放药品，耐心为
老百姓进行现场讲解和健康指导，并对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预防诊治等
问题进行了科普解答。集中义诊后，专家团走村入户，到行动不便的患者
家中开展上门义诊，提供可行性建议，把健康送上门。

年初以来，作为赤峰市党建引领医疗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
缩影，巴林左旗组织部门已组织医疗服务团开展送医下乡活动12次，受益
人群达1300余人。

医疗帮扶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近年来，聚焦乡村医疗需求，赤峰市委组织部制定出台工作方案，明确

“结对共建、上门诊疗、急需紧缺对接”等14条具体举措，持续深化推进医
疗“组团式”帮扶工作，通过专家下沉、进修培训、双向转诊、远程医疗
等推动赤峰地区医疗技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多维度提升，推进健康乡
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内蒙古赤峰市推进医疗“组团式”帮扶

医疗帮扶暖人心
本报记者 丁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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