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性阻塞性肺病

就是大家常说的“肺

气肿”，一旦患上这种

病，生活质量急剧下

降，轻者出现咳、痰、

喘、憋等症状，重者会

突发呼吸、心力衰竭

等严重致死性并发症

从而危及生命。大同

新和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李亚平

说，慢性阻塞性肺病

简称为“慢阻肺”，冬

季是慢阻肺患者最难

熬的季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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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气候寒冷，温饮黄酒可帮助血液
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具有补血养颜、活血
祛寒、通经活络的作用，能有效抵御寒冷刺
激，预防感冒。

营养丰富的“液体蛋糕”
中国黄酒，也称为米酒，属于酿造酒。

黄酒中含有 20 种氨基酸，其中含人体必需
的 8 种氨基酸，被誉为“液体蛋糕”。酒液
中还含有微量维生素，如锌、铁、钾、钠、钙、
镁等，尤其对缺钙的老年人来说，黄酒是最
理想的低酒精饮料。除此以外，黄酒是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其维生素 B1、维生
素 B2、维生素 E 的含量都很丰富。黄酒中
的蛋白质含量为酒中之最，是啤酒的 4 倍，
黄酒中的蛋白质易被人体吸收。黄酒含丰

富的功能性低聚糖，可促进肠道内有益微
生物双歧杆菌的生长发育，改善肠道功能、
增强免疫力、促进人体健康。黄酒还能够
显著提高机体代谢铅的能力，具有很好的
排铅作用。

驱寒活血的佳品
中医认为，黄酒性大热，味甘、辛。有

通血脉、散湿气、除风、下气等功效，热饮效
更佳。在冬季饮服黄酒，可以活血祛寒、通
经活络，能有效抵御寒冷，预防感冒，尤其
黄酒中加点姜片煮后饮用，既可活血祛寒，
又可以开胃健脾。对于一些冬季出现腰背
痛、手足麻木的老年人来说，少量饮用黄酒也
是很有好处的。

黄酒虽然含酒精度较低，但其中还是

含有微量的甲醇、醛、醚等有机化合物，对
人体有一定的危害。而醛、醚等有机物的
沸点较低，在 20℃~35℃即可汽化，甲醇的
沸点也不过 64℃左右，所以要将黄酒隔水
烫热至 70℃左右再喝，上述有害物质就会
随温度升高而挥发掉，而且酒中的酯类芬
香物质也会随温度升高而挥发，使酒味更
加芳香浓郁。因此，冬季饮用黄酒最好是
将盛酒器放在水中烫热或隔火加温，但加
热时间不宜过久，否则酒精挥发后淡而无
味。黄酒虽然酒精度数低，但饮用时也要
适量，不要空腹饮酒，更不要与碳酸类饮料
同喝。 王瑞芳

进入冬季以来，各大医院烧伤门诊接
诊的各类烧烫伤患者有所增加，其特点是
烧伤面积小，但创面深，有的引发了较为严
重的后果，给患者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一定
的影响。

大同和平烧伤骨科医院烧伤整形专家
王公升介绍，从门诊接诊的烧烫伤病人来
看，以 4 岁以内小儿及老人为多。4 岁以内
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对于环境中烧伤
的危险因素无识别能力。老年人因体弱多
病，反应迟钝，自救能力差，一旦发生烧伤，
后果较为严重。

此外，门诊发现，糖尿病、脉管炎、中风
后遗症、老年痴呆等这样的患者，因下肢神
经血管病变，感觉迟钝，在用热水泡脚时，
因水温过高致足部烫伤，且创面较深，难以
治愈。在健康人群中，学生、打工族，冬季
使用热水袋、暖宝宝取暖时，在进入深睡眠
后被低温烫伤，对烫伤过程丝毫没有察觉，
常常导致深度烫伤。

另外，冬季烧烫伤中较为常见的就是
艾灸烧伤，多见于中老年人。由于其烧伤
过程中仅有温热的感觉，没有明显的疼痛，
大多创面小但烧伤程度较深。

王公升表示，烧伤损伤的程度取决于
热源的温度和热力作用的时间。70℃以上
的水，作用 1 秒钟可以使人烧伤，而 45℃的
水，作用时间久也能使人烧伤。所以，不仅
火炉、沸水能使人烧伤，低温的持续作用同
样能使人烧伤，而且可能是深度烧伤。

他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
不要让孩子进入厨房，以免发生烧烫伤事
故。家中有老人的，尤其是年老体弱及生
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老
人在床上抽烟；要正确使用电热毯、热水
袋，取暖时不能离火炉太近，以免发生烧烫

伤。对于糖尿病、脉管炎、中风后遗症患
者，在行足部取暖及热水泡脚时，要先倒冷
水，再倒热水。泡脚前先用手试试水温，等
水温合适后再泡脚。健康人群要提高预防
低温烫伤的意识，充分认识低温烫伤的严
重性。在冬季里正确使用热水袋、电热毯、
暖宝宝等取暖设备，避免自己被烧伤。

此外，王公升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大
家不仅要有预防烧伤的意识，也应掌握烧
伤后“紧急救治”的技能。一旦发生烧伤，
立即用自来水或清洁水冲洗创面，或用冷
水浸泡至少 30 分钟以上，使烧伤局部组织
的温度降低，以减少热力的继续损伤。这
不仅有治疗作用，也有止痛作用，可减轻患
者的痛苦。不要给创面乱用偏方，如外涂
牙膏、酱油、酒、醋、白糖等。可用干净的毛
巾、纱布覆盖创面，并及时到医院烧伤专科
进一步诊治。

近日，新的一波冷空气来袭，让慢阻
肺患者进入难熬的一段时间。冬季是慢阻
肺的易加重期。该病患者呼吸道抵抗力较
弱，身体免疫力差，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
咳、痰、喘、憋症状加重的情况，严重者
需住院治疗，有些患者甚至会突发呼吸、
心力衰竭等严重致死性并发症而危及生命。

早期慢阻肺症状需重视
李亚平说，慢阻肺是我国中老年人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但仅有 25%~50%的
患者得到确诊。也就是说，有一多半的患
者不知道自己患有慢阻肺。这是由于该病
的 早 期 症 状 并 不 特 异 ， 很 多 人 在 出 现 气
短 、 喘 憋 症 状 才 会 去 就 诊 。 在 明 确 诊 断
时，肺功能通常已经有中、重度损害。所
以 ， 慢 阻 肺 又 被 称 为 “ 不 动 声 色 ” 的 杀
手，这也正是慢阻肺治愈率低、死亡率高
的原因之一。因此，早查早治对于减少慢
阻肺带来的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来说，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李亚平表示，咳嗽、咳痰、呼吸困难是
慢阻肺的三大典型症状，早期部分患者不
会有症状，但会出现运动后气促或者劳力
性呼吸困难，并且逐渐加重，严重时会影
响患者的日常活动。同时患者会出现全身
性症状：体重下降、食欲减退、外周肌肉
萎缩和功能障碍、精神抑郁和(或)焦虑等。

慢阻肺的咳嗽与普通咳嗽是否可以区
分？李亚平说，慢阻肺导致的咳嗽和喘症

都 有 反 复 发 作 的 特 点 ， 而 很 多 急 性 的 疾
病，比如说感冒后咳嗽、肺炎咳嗽等，往
往咳一段时间就痊愈了。因此，如果咳嗽
反复发作，很有必要到医院去做一次肺功
能检测，让医生排查原因。

慢阻肺患者入冬的防护措施
预防上呼吸道感染 冬季也是感冒高

发 的 季 节 ， 积 极 预 防 和 治 疗 上 呼 吸 道 感
染，也是预防慢阻肺急性发作最重要的手
段。慢阻肺患者外出应注意保暖，回来后
勤洗手，应避免去人流集中的地方。如若
感 冒 ， 要 注 意 多 休 息 、 多 喝 水 、 多 吃 水
果，补充维生素 C；若咳嗽、咳痰和气喘
症状加重，应及时就医。有条件的患者可
以注射流感疫苗、肺炎疫苗，这些疫苗可
以帮助慢阻肺患者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机会。

坚持适度锻炼 冬天户外活动相对减
少，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更应如此，尤其
在空气污染较严重时，应避免外出。勤开
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应避免晨练
和夜间的锻炼，可以在太阳出来后适当做
一些室外活动和锻炼，一来可以适当增加
身体的耐寒能力，也可以锻炼体质，但避
免过多户外活动。

戒烟很重要 吸烟是慢阻肺最重要的
病 因 ， 长 期 吸 烟 有 可 能 导 致 支 气 管 的 阻
塞 和 肺 结 构 的 破 坏 ， 会 加 速 肺 功 能 的 减
退 。 慢 阻 肺 患 者 要 远 离 充 满 烟 雾 的 房 间
和 空 气 被 污 染 的 空 间 ， 避 免 二 手 烟 和 三

手烟的伤害。
坚持氧疗 慢阻肺患者大多都有缺氧

的症状，长期有效的氧疗会改善病情。有
些慢阻肺患者在这方面存在一些误区，一
是认为吸氧只是一种保健方式，对疾病没
有多大作用；二是害怕吸氧会上瘾。所以
不能坚持氧疗。在此，李亚平提醒大家不
用担心，氧疗不会上瘾，只会给疾病的治
疗带来好处，可以避免由于长期缺氧所造
成的严重并发症。氧疗的时间每天为 6~10
小时，效果会比较好。

注意饮食要科学、营养要均衡 慢阻
肺属于全身性消耗疾病，大部分患者表现
为营养不良的状态。营养不良不仅影响肺
功能，还会削弱机体免疫机制。因此，营
养支持对慢阻肺患者尤为重要。慢阻肺患
者应该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如
牛奶、瘦肉、鸡蛋等优质蛋白，青菜、水
果 不 仅 富 含 各 种 维 生 素 ， 还 可 以 清 肺 化
痰，保持气道通畅。如果消化功能不好，
可以少食多餐。平时也应该多食用一些养
肺的温补食物，如大枣、山药等。但切记
不可食用油腻食品、辛辣食物及饮酒。

肺康复锻炼可增强体质 进行肺康复
锻 炼 ， 能 够 增 强 呼 吸 功 能 和 提 高 运 动 耐
量 ， 减 少 急 性 加 重 的 次 数 ， 增 强 体 质 ，
改 善 肺 功 能 和 提 高 生 活 质 量 。 可 根 据 个
体 情 况 每 天 进 行 数 次 腹 式 呼 吸 、 缩 唇 呼
吸锻炼。

冬日温饮黄酒散寒气

冷空气来袭 慢阻肺患者如何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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