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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在这怡人的
时节里却有一部分人为身上的风疙瘩苦
恼。这烦人的风疙瘩现代医学称之为

“荨麻疹”。荨麻疹虽是小病，但迁延难
愈，令医者患者都很头痛。

荨麻疹中医称为“瘾疹”，俗称“鬼风
疙瘩”“风疹团块”。瘾疹病名首见于《素
问》，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详述其病
因。其病因复杂，几乎六淫七情六郁皆
可为病，但以“风淫”为多，《医宗金鉴，外
科心法要诀》云：“此证俗名鬼风疙瘩，由
汗出受风，或露卧乘凉，风邪多中表虚之
人。其丘疹，隆起、瘙痒、划痕等症状，几
乎皆与风邪郁闭肌腠，阳气不得发越，络
脉瘀阻有关，所谓“无风不作痒”即是此
理。内因先天禀赋不足，或进食鱼虾海
味，脾胃湿热，气血虚弱等诸多因素而
致人体腠理疏松，营卫失调所致。也有

因情志不遂、肝郁不舒、气机壅滞不
畅、郁而化火、灼伤阴血，致阴血不足
复感风邪而发。

瘾疹初起皮肤作痒，后突然出现风
团，色红或白或正常肤色，大小不等，
形态不一，局部出现，或泛发全身，或
稀疏散在，或密集成片，发无定处，发
无定时，以傍晚为多。风团成批出现时
隐时现，骤起骤退，持续时间长短不
一，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消退后不留
任何痕迹为临床特征。一年四季均可发
病，老幼都可罹患，约有 15％～20％的
人一生中发生过本病。临床上可分为急
性和慢性，急性者骤发速愈，慢性者可
反复发作。部分急性发病者不光会出现
皮肤症状，还伴见气促、胸闷、呼吸困
难、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心慌心悸。

现代医学治疗荨麻疹方法有限，通
常会选用抗组胺类药物，但是停药后很
快就会复发。严重的荨麻疹还会选择激
素或免疫抑制剂，但是激素和免疫抑制

剂的副反应发生率较高，一般不推荐用
于长期治疗。中医按照辨证分型，辨证
论治，临床治疗效果较为满意。可分为
风寒型，风团淡红或淡白伴瘙痒，遇风寒
加剧，得温则减，舌淡苔薄白，脉迟缓，治
宜散寒和营，祛风止痒，方用桂麻各半汤
和荆防败毒散化裁；风热型，风团鲜红、
皮肤自觉灼热，瘙痒，遇热加重、得冷则
缓，口渴，烦燥不安、舌红苔黄，脉浮数，
治宜辛凉清热，祛风止痒，方用银翘散
和消风散化裁；肠胃湿热型，风团或红
或紫，神疲纳呆，脘腹痞满胀痛、口
臭、大便秘结或泄泻，舌红苔黄，脉滑
数，治宜清热利湿，通腑泻热，方用除
湿胃苓汤化裁；冲任不调型，皮损周期
发作，多于经前发作，经后消退，伴痛
经，乳房胀痛，治宜疏肝理气，调摄冲
任，方用丹栀逍遥丸化裁；气血两虚
型，风团反复发作，经年不愈、劳累加
重、神疲乏力，舌淡，苔薄白，脉细，
治宜补气养血，调和营卫，方用四物汤

和玉屏风散化裁；阳虚型，风团遇冷诱
发或加重，平素形寒肢冷，神疲乏力，口
淡无味，小便清长，腰腹畏寒，着衣较多，
舌淡暗，苔白润，脉沉细，治宜温阳散寒，
方用阳和汤和当归四逆汤化裁。

除了用药治疗，瘾疹患者还要注意
日常防护。一般人对于皮肤痒的直觉反
应都是赶紧用手去抓，可是你可能不知
道，这个动作不但不能止痒，还可能越
抓越痒，风团越抓越多。所以要避免搔
抓。 还要清淡饮食，油炸或是辛辣刺
激的食物少吃，更要避免海鲜发物。多
休息，勿疲累，做适度的活动。

（作者系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优美的嗓音总是给人一种愉悦感。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与人交流增多，人们对嗓音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并把追求美好嗓音的过程比作“嗓音美容”。2003
年，美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将每年的 4 月 16 日定
为“世界嗓音日”，标志着全球对嗓音的关注度明显提
高。近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集会厅唱
响了一场以“珍爱你的嗓音”为主题的公益音乐会，
来自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嗓音医学中心的专家及康
复患者，中央音乐学院嗓音研究中心教授以及西城金
鸽合唱团共同参与，用科普讲堂、歌曲表演，唱响爱
惜嗓音、科学用嗓，呼吁广大民众关注和珍爱自己的
嗓音，预防嗓音疾病。

用嗓不当易致咽喉疾病

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重用途径，信息的传递、情
感的表达、观点的阐明大多需要通过语言。嗓音作为
语言的主要承载体，显得尤为重要，优美的嗓音给人
一种愉悦感，能够让交流更为顺畅，让拥有者更加自
信，一旦嗓音出现问题，就会给交流带来障碍。嗓音
疾病的种类很多，常见的包括急慢性喉炎、声带息
肉、声带小结、功能性发声障碍、喉肿物等，人们出
现嗓音问题时最担心的就是喉咙里面是不是长了东
西，会不会癌变。其实喉癌的发病率仅为十万分之
一，而且大多由其他疾病恶化演变而来。

据清华长庚医院嗓音医学中心曲玥医师介绍，目
前医院的接诊患者中，以慢性喉炎与声带息肉患者居
多。慢性喉炎多表现为反复发生的程度较轻的声音嘶
哑，可伴有咽干、咽痒、咽痛、咽异物感及频繁清嗓
等咽部不适感，引起慢性喉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咽喉
反流，即胃内物反流至咽喉部。

曲玥说，控制反流因素在嗓音疾病的预防中是非
常重要的。治疗需针对病因应用相应药物，还要注意
改变饮食习惯，尽量减少辛辣、油腻食物以及强酸性
食物的摄入，尽量避免饮浓茶、咖啡、可乐等饮料，
睡前 3小时不要进食，如果症状明显，饮食控制无效，
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

嗓音要科学管理和爱护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嗓音医学中
心主任叶京英说，有人把嗓音比作人们交往当中的

“第二张名片”。当嗓音疾病已经提升到交流障碍的层
面，嗓音医学便应运而生。“嗓音医学是研究生理、病
理状态下发声功能的科学，探讨嗓音障碍的病因、发
病机制、治疗及预防，涉及到正常嗓音、病理嗓音和
艺术嗓音。优美的嗓音能带给交谈者愉悦感，这需要
对嗓音的科学管理和爱护。”

在公益音乐会现场，为大家带来歌曲表演的阿
凯，是一名声乐爱好者，他曾因声带息肉导致声音嘶
哑，一度中止歌唱。经门诊及咽喉检查发现，阿凯致
病主因是用声过度，造成声音嘶哑，没有及时重视，
逐渐演化到无法唱高音、假音。“过度用声或用声不
当，可以导致相应的劳损性嗓音疾病，最典型的是声
带小结和声带息肉。”曲玥说。经频闪喉镜检查，阿凯
左声带息肉，由叶京英教授主刀，行喉镜下显微外科
手术切除，阿凯的声音恢复了正常，重归音乐的舞台。

“有些出血性息肉与喊叫密切相关，可表现为声音
嘶哑或突发声嘶加剧，声音的响度下降，有时可有气
息声。较小的声带息肉通常建议休声观察，并在医师
指导下，进行发声训练，较大的声带息肉保守治疗两
个月后无效，则建议手术切除。”叶京英说。

家长应有童声保护意识

来自北京西城区金融街少年宫金鸽合唱团的孩子
们，在音乐会现场表演了《小背篓》《卓玛》《北京胡同》

《花木兰》等经典曲目，清亮的童声引起阵阵掌声。“孩子
的嗓音健康更值得关注，家长和老师都要成为儿童良好
语言习惯的引导者和示范者。”中央音乐学院嗓音研究
中心主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兼职主任医师韩丽艳说。

据韩丽艳介绍，胎儿在3个月时就基本完成了喉的
大部分解剖结构生长，喉部的发育在出生后前3年较为
显著，6 岁后变化较少，14 岁至 16 岁进入显著发育阶
段，这也形成了童声向成人声过渡的变声期，“女孩变
声年龄为10岁至18岁，也有8岁至15岁开始、12岁至
16.5岁结束；男孩平均变声年龄为11岁至15岁。”

“5方面原因会对孩子的嗓音带来损害”，韩丽艳说，
过度使用嗓子，如发声过高、过长、过响、过亮；用嗓方式
方法不对，过挤、动力用错了地方；呼吸系统、耳鼻咽喉、
胃肠道系统、内分泌、神经系统等疾病均会反应到嗓音
疾病上；孩子的性格、情绪与嗓音有密切关系；饮食、气
候、空气污染、环境噪声、压力等也是影响嗓音的因素。

6岁的小书（化名）即为一名嗓音疾病患儿，在一次
感冒后出现了声音嘶哑，经检查发现，其声门闭合不
严，鼻咽纤维喉镜检查声带边缘有突起，症状尚轻，“导
致小书声音嘶哑的主要原因就是孩子发声过于用力，发
真声较多。”韩丽艳说，要想让孩子从说话到变声之
后，拥有一副好嗓音，应先从最基本的说话状态、呼
吸状态和起因做起，按照正确用嗓的“三原则”进行
训练，即节省原则：以最小的力发出最大的音响效果；
平衡原则：哪用力过度则减少之，哪用力不足则增加
之；协同原则：该用的肌肉用，不该用的肌肉决不用。

北大泌外所20年为基层办班

本报电（付冬红） 2018北京国际微创泌尿外科论坛暨北
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第20届腔内泌尿外科新技术学习班近
日在京举行。这是北大泌外研究所连续20年为全国泌尿外科
医生、特别是基层医生举办新技术学习班，对提高我国泌尿
外科整体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全国各地300余名泌尿外
科医师参加了培训。

会议期间，北大医院“e院通互联网+医学视频示教产学
研基地”正式挂牌成立，推动线下医学视频教学与科普工
作，以满足广大医务人员、尤其是基层医生的临床工作所
需；此次会议还举办了 《放射性粒子治疗泌尿生殖系统肿瘤
协作组》 课题启动会，旨在为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的治疗提供
更多中国的循证医学证据。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

本报电（高 菲）“2018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近日在
北京启动。宣传周活动旨在帮助癌症患者正确认识癌症，与
医院和社会各界携手努力战胜病魔，提高生存率。

宣传周期间，肿瘤防控院士高峰论坛、百名专家现场义
诊、健康大讲堂、防癌健康查体、专业咨询、心灵音乐会等
多项活动同时举办。

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
表示，中国在肿瘤防治与大数据平台的结合方面不断实践创
新，国家级肿瘤大数据平台也在有条不紊地建设中。

长期以来，角膜病作为世界及中国主要致盲性眼病之
一，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眼健康，其中干眼症已逐渐成为一种
流行性疾病。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眼科学组委
员李绍伟在近日举行的爱尔眼科角膜病研究所及干眼研究中
心成立会上表示，中外专家正在联手致力攻克相关领域的技
术难题。

作为致盲疾病，全球现有 2000 多万因角膜病致盲患者，
其中我国有400多万，这个数据还在逐年增加。李绍伟说，角
膜病包括感染、外伤、变性等，可使透明的角膜出现灰白色
的浑浊，导致视力模糊、减退，严重者失明。由于角膜材料
及专业医生稀缺，中国每年能够完成的角膜移植手术不到1万
例，从而导致角膜病及眼表疾病的诊治和研究相对落后。为
了保证角膜病的课题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该角膜病研
究所特邀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知名专家参与，使角膜病研究
有了人才基础。

此外，作为最常见的角膜疾病之一，每 5人中就有 1至 2
人患干眼症，干眼症已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性疾病。数据显
示，亚洲干眼发病率居全球前列，中国发病率随地区气候干
燥、阳光直射较多而增加。

中国角膜病专家孙旭光教授表示，随着互联网、手机的
发展，由视频终端造成的干眼，在中青年群体中越来越多，
伴随气候、空气污染造成的干眼也成为常见现象。他说，由
于干眼病因复杂多样，目前中国国内尚无统一的干眼规范性
诊疗流程，相关临床研究也仅在少数区域开展。干眼的病
因、临床特征等重要基础资料的缺乏，也限制了干眼病防治
工作的开展。

作为中国国内率先开展干眼症临床特征及防治的研究平
台——爱尔眼科角膜病研究所及干眼研究中心，将携手德
国、韩国等全球知名干眼诊疗技术研发方与合作方，对干眼
病的流行病学、临床特点、诊疗方法等开展研究，以期对中
国乃至亚洲干眼病治疗提供参考借鉴。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15 年）》
显示，2013 年我国 20-69 岁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率
仅为18.7%，而身体活动不足是导致慢性病最重要的危
险因素之一，超八成国人运动不足。在近日举行的第
三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上，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毛群安表示，慢性
病防控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解决慢性病
的问题，需要积极探索现代健康管理模式，不断提高

公众健康意识，帮助公众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李新华说，职业
人群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但因为事业和家庭，往往又
容易运动不足，从而导致健康威胁。在职业人群中推
广健走运动，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又符合国家卫生与
健康事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在多年研究实践的基础

上，从 2016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万步有约”
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希望通过 100天的健走比赛，
利用信息技术，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团队”的激
励作用，帮助参赛人员养成“日行万步”的健康生活
习惯，促进身体状况的改善，积极防控慢性病。

大赛的数据跟踪结果显示，持续万步健走对体
重、内脏脂肪指数、体脂率、血压、空腹血糖等有明
显改善效果。以上指标的改变量都具有随着每天健走
质量 （中等强度连续健走时间） 和万步率的升高而升
高的趋势。

李新华说，2018年全国参与大赛的500余个区县联
合发布了 《“日行万步，健康中国”百城联合倡议》，
一方面倡议各级政府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为公众创造健康支持性环境；同时倡议公众

“日行万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春季是过敏疾病的高发期，皮肤红肿、喷嚏不断、眼睛
发痒、咳喘连连成为让人们苦恼的常见症状。在近日举行的

“春来病起，医生助你” 知乎盐沙龙分享活动上，北京协和
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医师关凯表示：脱敏治疗可以通过过敏原
回避、药物治疗、变应原免疫治疗 3 个方法，但其策略在风
险、收益和成本上各有千秋，必须对每位患者个性化制定。
治疗开始前，患者应充分了解免疫治疗的风险、收益和成
本。另外，还应与患者充分沟通：预期起效时间、治疗周
期、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风险、坚持治疗计划的重要性。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花粉过敏总人数已超 5000
万。以北京地区为例，呼吸道过敏患者常年占协和医院变态
反应科门诊总患者的10%以上。而花粉症的治疗，首先可以通
过病因治疗来进行，病因治疗包括回避过敏花粉和脱敏治
疗。避免过敏花粉治疗，最好的办法是异地居住，避免接触
过敏的花粉。没有避免过敏花粉条件的患者，可以选择有新
风功能的空气过滤机或花粉口罩。症状明显，病程一年以上
的患者，可以考虑脱敏治疗。如果症状比较厉害，没有回避
过敏原的条件，则需要采取对症治疗，比如口服抗过敏药，
或用局部用药，比如喷鼻剂，用滴眼液等。

针对日常的嗓音保健，建议孩子自己重视，家长
和老师一同参与示范。专家提出嗓音保健11条建议：

1、不要大声说话、喊叫、争吵、发脾气；
2、不要摹拟怪声说话；
3、不要长时间用耳语说话即说悄悄话特别是医

生建议禁声的人；
4、克服清嗓子的坏毛病；

5、在嘈杂的环境中少说话或不说话；
6、感冒、月经期、身体疲劳时少说话；
7、说话时间不要太长；说话时的响度和速度要

适当；
8、禁止挤、卡、压喉咙说话；多喝水，每天至

少8杯；忌烟酒；少喝含咖啡因的饮料如咖啡、茶、
可乐等；

9、少吃刺激性食物如油炸、辛辣、核仁类等食
品；

10、睡觉前3小时要空腹，避免返流性喉炎所致
的不适；

11、尽量回避吸烟、污染、干燥、嘈杂的环境。

中外专家联手
研究眼疾难题

曲慧莹

中外专家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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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慧莹

过敏原是否可“慢慢耐受”
梓 瑜

过敏原是否可“慢慢耐受”
梓 瑜

春花时节如何解荨麻疹苦恼？
王红蕊

超八成国人运动不足
李 军

嗓音保健11条建议嗓音保健11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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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拥有一个好嗓音科学地拥有一个好嗓音
喻京英喻京英 韩冬野韩冬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