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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丝

显心脏病风险

近期，荷兰科学家的一项
研究显示，头发丝携带着人体
承受压力水平的信息，可以揭
示一个人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研究报告由最新一期美国《临
床内分泌学与新陈代谢杂志》
发表。

头发能显示数个月的

皮质醇水平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医疗
中心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
血液检测只能反映一个时间点
的应激激素皮质醇的水平，而
分析头发却能显示数个月的皮
质醇水平，了解其变化。

人体在遭遇压力时会释放
皮质醇，它可以引起血管收缩，
维持身体正常功能。皮质醇进
入血液，通过头皮毛细血管渗
入毛囊，随着头发生长，皮质醇
在头发中留下记录。头发一个
月大约长一厘米，大多数人的
头发记录着几个月的皮质醇水
平变化情况。

研究人员从一项大型群组
研究中随机抽取283名年龄为65

岁至85岁的老年人，从他们头
部贴近头皮处采集一段3厘米
长的头发，以检测他们大约3个
月来的皮质醇水平。

头发分析有助于评估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结果显示，皮质醇水平高
的老人罹患冠心病、中风、外周
动脉疾病和糖尿病的几率较
高。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援引该
报告作者之一劳拉·马南席扬
的话报道：“这项研究显示，像
高血压或腹部脂肪堆积一样，
皮质醇水平较高也是一个人罹
患心血管疾病风险较高的重要
信号。”

马南席扬说：“头皮能够捕
捉皮质醇水平随时间变化的信
息，因此头发分析帮助我们更
好地评估(罹患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
报告的另一作者伊丽莎

白·范罗瑟姆说：“这项研究显
示，皮质醇水平较高与心血管
疾病间存在明显关联。不过，需
要进一步研究皮质醇水平的长
期测量值对预测心血管疾病的
作用以及能否借此寻找预防和
治疗方案。”

压力与心脏健康

存在关联

据报道，先前一些研究显
示，压力与心脏健康存在关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
心研究人员去年底公布了一项
多年研究结果，显示压力的危
害等同于每天抽5根香烟，自感
压力大的人更容易得冠心病，
心脏病发作几率比其他人高
27%，而且年纪越大，压力致心
脏病发作的风险越高。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皮质
醇含量不断上升者动脉脂类物
质沉积几率是心情平静者的两
倍，意味着容易发生动脉粥样
硬化。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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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刺激、冷空气、运动等都会导致过敏

环境中过敏原越来越多

现在，环境中的过敏原越来
越复杂多样了，一些本不过敏的
人，在这个季节也纷纷过敏了。而
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与感冒又实
在太相像了，如果误诊误治，过敏
性鼻炎可能会发展成支气管哮
喘。

过敏和感冒

形成机制不同

个案1：南京一名大二女生五
一踏青回来，鼻塞、流涕、咳嗽、头
疼、打喷嚏。她认为自己感冒了，
到药店买感冒药来吃，不想病情
更重了。就医后确诊为“花粉过敏
症”。

为什么很多人过敏了，却如
个案1一样，以为自己“感冒”了？

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医师、教授殷凯生说，原因是，过
敏性鼻炎和感冒确有很多相似之
处，比如，都会打喷嚏、流涕、鼻塞
等。但是，形成这些症状的机制，
却各不相同。

感冒，是呼吸道病毒，经过对
气道上皮细胞的黏附、感染和病
毒颗粒的复制过程，导致呼吸道
炎症，因而出现鼻塞流涕等症状。

那过敏反应呢？
过敏有致敏和致炎两个过

程。
致敏：过敏体质者第一次接

触到环境中的某种过敏原 (如尘
螨、花粉和霉菌等)后，体内产生大
量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IgE)抗
体，这种抗体与肥大细胞等免疫
细胞相结合，使机体致敏。

致炎：当机体再次接触到这
种过敏原后，IgE抗体就会立刻与
过敏原结合，而使肥大细胞“脱颗
粒”，释放出大量的组织胺和白三
烯等炎性介质。这些介质引起小
血管扩张和通透性增加，平滑肌
痉挛和腺体分泌增多等改变，由
此产生流涕、鼻塞、喷嚏，甚至哮
喘等一系列的过敏症状。

过敏和感冒两者因发病机制
不同，症状还是大有区别的。

典型的区别是“痒”。
感冒患者以鼻塞、咽喉干痛

为主；而过敏性鼻炎，因过敏性炎
症介质(如组胺)刺激末梢神经，常
有鼻痒症状。症状轻微者，鼻腔内
不适、有痒感；重者则鼻痒得难以
忍受，还会伴有眼、耳、咽喉、硬腭
等多处发痒，常常连着打数个甚
至数十个喷嚏，大量清水样鼻涕
会自动流出。

有的头疼

也是过敏反应

个案1认为自己“感冒”，有个
重要理由是“头疼”。

过敏也会头疼吗？
过敏反应，可能累及全身各

个系统、各个器官。除皮炎、鼻炎、
哮喘外，还可引起过敏性胃肠炎、
过敏性结膜炎、交感性眼炎、渗出
性中耳炎和复发性口腔炎等。若
发生在全身小血管，则会引起过
敏性休克。若发生在神经系统，可
引起头疼。

殷凯生说，因过敏反应而头
疼的现象临床上并不少见。

个案 2：一个年轻人在网上
说：我不敢吃辣椒、花生和瓜子，
一吃就头疼，身上就痒，长荨麻
疹，眼睛也痒。感觉头疼看神经内
科，吃许多药不见效。

个案3：男，22岁。他说，几天前
我软化了头发后，就有点头疼，去
看病，竟让我看皮肤科，说是过

敏。我晕，我是头疼啊，后脑疼，有
时两侧也疼。

物理、化学、精神刺激

也致敏

除了花粉等过敏原的直接刺
激外，来自体外的非特异性因素，
如物理的、化学的刺激，或来自体
内的内分泌和精神方面的刺激，
也可加重病情。专家说，冷空气、
运动等也会致敏。

个案4：男，17岁，以前有过敏
性鼻炎，只要气温下降，遇到冷空
气就会打喷嚏、流清鼻涕水、鼻
塞、鼻痒和眼痒。

冷空气，为何会导致过敏？
原因是，气道黏膜上“潜伏”

有肥大细胞。冷空气导致气道热
损失，刺激肥大细胞释放炎症介
子，导致过敏。

个案5：在殷凯生诊治过的患
者中，有一名大二学生，剧烈运动
后，会发生急性哮喘，胸闷、喘息、

咳嗽，甚至呼吸困难。他总以为自
己运动出汗，风吹后受凉感冒了。

运动，为何也会过敏？
原因是，运动 (或大哭大笑 )

时，过度换气，导致气道热损失，
刺激肥大细胞释放炎症介质。

个案6：有位先生外出旅游，
突然发现自己忘记带沙丁胺醇气
雾剂了，立刻出现咳嗽、胸闷和气
喘等支气管哮喘的症状。可当随
行的太太拿出帮他准备好的沙丁
胺醇气雾剂后，他的咳嗽、胸闷和
气喘等症状，竟立刻自行缓解了。

可见精神因素，也是过敏反
应的重要诱发因素。其他如投资
失败、婚姻破裂、失业负债等精神
刺激，都有可能诱发过敏性哮喘
症状，其作用机制十分复杂。

个案7：有一名高二女生，每
次月经来潮前3～5天总会出现胸
闷、咳嗽、气喘、不能平卧等症状。
她一直以为是自己来月经时抵抗
力低下所致。

殷凯生说，其实，她患的是
“月经性哮喘”，与内分泌失调有
关。

个案8：在殷凯生诊治过的患
者中，有位先生，小时候没有发过
哮喘，但最近却总是咳嗽、胸闷，询
问后获知，他不久前刚搬进装修好
的新房子。殷凯生估计与他的新房
子中甲醛等刺激性气体有关。

个案9：一名大三学生受凉感
冒了，但感冒药越吃病情越重。经
过呼吸科专家诊断，她对感冒药
中的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过敏！

个案8和个案9均是对化学物
质过敏。

致敏的时间

有长有短

个案10：一个白领常带朋友
家的小狗睡觉，一直相安无事，但
前几天小狗再上她的床后，她却
起了一身的红疹子。

为何本不过敏的，却突然过
敏了？原因是，致敏到发敏的时间
有长有短。

个案11：一位朋友说：我上大
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嗓子
疼，去打青霉素，结果做了一个青
霉素实验，在瞬间就过敏性休克
死亡了。

个案11的过敏，属“速发型”
的。

个案12：有一个支气管感染
者，医生给他“头孢哌酮钠舒巴坦
钠”静脉滴注。用药两天，患者偶
有手心发痒感觉，但无颜色改变

及皮疹；第三天用药时，患者颈部
和双手掌心发痒明显，并自觉心
慌、气喘。原因是，药物引起了迟
发性过敏反应！

致敏后12个小时以上才发生
的过敏，属“迟发型过敏”。个案
10、个案12的过敏是迟发型的。

个案13：有两位从外地到南
京上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个到南
京的第一个春天就花粉过敏了；
第二个同学本很庆幸自己能适应
南京的环境，没想到第二年的春
季，她也花粉过敏了。

为何两人的过敏时间有先
后？这是因为，若过敏原浓度高，
特应性素质明显，几个月的接触
可以致敏；若过敏原浓度低时，致
敏期可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

防过敏

须远离过敏原

个案14：在殷凯生诊治过的
患者中，还有一个大一学生，最近
半年，在学校里健康活泼的她，每
个月回到家都会咳嗽一阵，吃了
很多治疗支气管炎的药也没有
用。由于一到夜间咳嗽加重，无法
入睡，感觉无依无靠的，所以总喜
欢搂着猫咪睡。寒假时就医，一查
血常规，发现嗜酸粒细胞百分比
已经快达到40%了，医生怀疑是对
猫毛过敏，让她不要再接触猫咪。
她住到没有猫的奶奶家，再也不
咳嗽了。

如果过敏反复发作，最好到
医院做过敏原试验，查看是对哪
些物质过敏，查到了，就应远离过
敏原。

现在人类生存的环境越来越
复杂，很多东西都是以前未曾遇
见过的，它们纷纷成了过敏原，如
此慢性刺激累加，让本不过敏的，
也会过敏了。但是，暗藏杀机的环
境让人离不开怎么办？

专家说，一是努力提高免疫
力；二是严重的，可采用脱敏疗
法。

个案15：有一位先生，一直头
痛、鼻塞、流涕，以为感冒了，吃了
1个月的感冒药，病情反而更重，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他的过敏性
鼻炎已转化成鼻窦炎。

如果误诊误治，过敏性鼻炎
未及时治疗，可造成鼻窦炎、中耳
炎、鼻息肉，严重的并发支气管哮
喘。

早期诊断、科学治疗，是防治
过敏性疾病的关键。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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