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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D02

过敏性鼻炎患者更长寿
新
知

本报记者 马媛媛

变应性鼻炎俗称过敏性鼻

炎，是一种常见且十分顽固的

疾病，患者往往通过接触、吸

入和食入致敏原而发病，且有

发病率高、病程长、易反复发

作等特性。据相关资料统计，

我国目前有超过一亿的过敏性

鼻炎患者，而其中有超过一半

以上的人群，在患病时将该疾

病误当成感冒来治疗，往往延

误了治疗时间，加大了治愈难

度。

本报3月30日讯(记者 马媛媛)初春
时节，感冒多发，过敏性鼻炎却也爱披
上感冒的马甲来凑热闹。30日上午，在
潍坊市人民医院就诊的一位患者就是因
为误认为感冒，导致过敏性鼻炎愈演愈
烈。

“原来从喷嚏上就能分辨鼻炎和感
冒，下次再也不会把鼻炎当感冒治
了”，该患者说，他从一个月前出现鼻
塞、流涕、喷嚏的现象，起初以为是感
冒，熬一熬就会好。可过了几天，症状
反而越来越重。吃过一些感冒药后确实
起到了短暂的效果，但是隔三差五鼻涕
喷嚏又会来“捣乱”，有时候喷嚏一打
十几个。尤其是天气变化、花开的时候
更严重。最后到医院检查才知是患了鼻
炎。

“感冒和过敏性鼻炎，要分辨清楚
才能及时治疗。”专家指出，感冒一般
伴有全身症状，且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好
转，而过敏性鼻炎没有时间限制，通常
病程较长。如果大量流清水鼻涕，阵发
性喷嚏发作，每次数个到数十个不等，
那可能就是患了过敏性鼻炎。

专家表示，就患者目前的情况来看
可考虑药物保守治疗，而对于反复发作
的鼻炎患者，药物治疗只能起到缓解作
用，而长期用药不仅容易形成依赖，还
可能引起药物性鼻炎。

“感冒”持续了一个月

原来是过敏性鼻炎

洛杉矶凯泽永久医疗中心过敏和临床免疫学科的医学博士称，过敏性鼻炎

患者心脏病发作风险低，中风风险低，尤其是全因死亡的风险也低。过敏性鼻炎

患者与无过敏性鼻炎者相比，急性心肌梗死风险低25%，脑血管疾病风险低19%，

全因死亡率低49%，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同。相反，哮喘患者与无哮喘者相比，心血

管疾病风险高36%，脑血管疾病风险和全因死亡率相同。

莫莫把把过过敏敏性性鼻鼻炎炎当当感感冒冒治治

1、不能吃易上火的东西比如：巧
克力炸薯条芒果杏、榴莲、杨梅、桂
圆、荔枝、大枣、韭菜、辣椒、红糖、
核桃仁瓜子、花生。

2、戒刺激性的食物：咖啡、酒、
肉汁、辣椒、芥茉、胡椒等，这些会刺
激胃液分泌或是使胃黏膜受损的食物，
应避免食用。每个人对食物的反应都有
特异性，所以摄取的食物应该依据个人
的不同而加以适当的调整，毋须完全禁
食。

3、戒酸性食物：酸度较高的水
果，如：凤梨、柳丁、桔子等，於饭后
摄食，对溃疡的患者不会有太大的刺
激，所以并不一定要禁止食用。

4、戒产气性食物：有些食物容易
产气，使患者有饱涨感，应避免摄食;
但食物是否会产气而引起不适，因人而
异，可依个人的经验决定是否应摄食。

5、此外，炒饭、烤肉等太硬的食
物，年糕、粽子等糯米类制品，各式甜
点、糕饼、油炸的食物及冰品类食物，
常会导致患者的不适，应留意选择。

6、鼻炎很多都是过敏性的，对于
刺激性较大的食物最好不要吃，海鲜也
要注意。

鼻炎患者

不能吃的六大类食物

过敏性鼻炎易与感冒混淆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马
主任介绍，过敏性鼻炎是鼻炎疾病中
最常见的一类。所有鼻炎疾病中，过
敏性鼻炎就占到了40%的比例。得了
过敏性鼻炎后，往往会伴有鼻痒、打
喷嚏、流清鼻涕、鼻塞、眼痒和眼膜
充血等症状，而这些症状与感冒表现
出的症状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导致很
多人患病时将其误当成感冒来治疗。
“这是不可取的！”马主任说，判断
感冒和过敏性鼻炎的标准有很多，其
中较为简单的是通过观察鼻痒、打喷
嚏等症状是否长期持续来判断，“如
果这些症状持续一个礼拜以上，甚至
更长时间，极有可能是患过敏性鼻炎
了 ， 最 好 到 医 院 做 进 一 步 检 查 治
疗。”

多并发哮喘，或致抑郁

据介绍，过敏性鼻炎通常不是独
立存在，时常伴有多种严重并发症，
如鼻窦炎、鼻息肉、哮喘等，大部分
严重的过敏性鼻炎会影响到生活和工
作，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高
血压、糖尿病等重大疾病。在所有过
敏性鼻炎的并发症中，哮喘可谓是最
为寻常和严重的一种症状。

据统计，在所有患过敏性鼻炎的
病人中，有20%-40%的人群合并有支
气管哮喘。而80%-90%的支气管哮喘
病人都合并有过敏性鼻炎。“因为患
病导致长期休息不足，造成精神方面
的疾病产生，焦虑和抑郁症的发病率
更高。”专家说，临床研究证明，患
过敏性鼻炎对一个人的生活及工作都
会产生极大影响，严重者会导致记忆
减退，对儿童的智力发育和认知学习
能力也会造成障碍。

治疗鼻炎刻不容缓

为了避免鼻炎袭击，在外出的时
候尽量戴上口罩，外面的灰尘、花粉
等容易使鼻子变得敏感，继而可诱发
鼻炎。冬春季节交替，乍暖还寒时
候，要记得及时增减衣服避免受凉。
生活中不要让自己过度劳累，要保证
充足的睡眠，适当的休息。饮食方面
避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新鲜的
蔬菜水果。

专家强调，无论是急性鼻炎还是
慢性鼻炎，对于治疗都不能耽误，以
免给自身带来极大的困扰，鼻炎不仅
危害患者的健康，而且也使得患者的
生活、学习或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对于鼻炎的治疗刻不容缓。关于
鼻炎的治疗，患者不能自行盲目用
药，而是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接受诊
治。

春天到了，计划出游赏花玩耍的人多了。医生提醒，某些对花粉过敏的人群最好不要去过敏原集中的地方，以免引起
不良反应，而在当前雾霾污染的天气环境下，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在出门时也最好戴上口罩，防止吸入致敏原致病。

小贴士

春季出游，别到过敏原集中的景区

如何防治过敏性鼻炎？据介绍，这种病症虽然不可根治但可以控制。“要勤洗勤晒衣被，常换枕芯，保持居家清
洁”。如果不小心过敏，要到医院治疗，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也可通过免疫脱敏治疗进行诊治。

如何预防？勤洗勤晒衣被

腕腕管管综综合合征征悄悄悄悄缠缠上上““电电脑脑一一族族””
小李是潍坊一家大型公司的办公

室文员，近段时间以来，因为公司总有
会议要开，所以他经常得坐在电脑前
不停地打字，有时甚至一天十几个小
时。前几天突然觉得自己右手的食指、
中指麻木、灼痛，晚上还经常被痛醒，
痛苦不已。进行按摩、局部封闭等保守
治疗后未见明显好转。后来经熟人介
绍来到解放军第89医院就诊，经手外
二科赵志钢主任确诊为腕管综合征。

据专家介绍，随着电脑使用的普
及，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
解放军第89医院手外二科近来就接诊
了几个患者，皆因手腕部过劳而导致
腕管综合征，患者基本上都是办公室
里“电脑一族”。该科赵志钢主任介绍，
在操作电脑时，由于键盘和鼠标有一
定的高度，手腕就常常处于背屈角度
的状态下，不能自然伸展。手腕关节长
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压迫了腕管中的
正中神经，使神经传导障碍，从而造成

手掌的感觉与运动失去正常，于是出
现一系列症状，常表现为腕部、手掌
面、拇指、食指、中指出现麻、痛，或者
伴有手动作不灵活、无力等；疼痛症状
夜间或清晨加重，可放射到肘、肩部，
白天活动及甩手后减轻。如果出现了
这些症状，且连续几天不缓解，应尽快
去正规医院就诊，以便早日作出诊断，
采取措施。

据介绍，腕管综合征在需要手腕
用力、腕部做重复动作的职业中发病
率最高。如频繁敲击键盘的电脑操作
者、经常翻菜颠勺的厨师动作等，另
外，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关
节炎等疾病也容易导致患上腕管综合
征。

解放军第89医院手外二科赵志钢
主任介绍，腕管综合征的治疗包括休
息制动、药物、局部封闭治疗以及手术
治疗。从效果看，手术是疗效最明确的
治疗手段，早期接受手术的有效率在

90%以上。传统开放手术切口较大，既
不美观，后期由于瘢痕挛缩致使前期
的疗效大打折扣，目前国外多采用内
镜(关节镜)手术。内镜手术的优点在
于切口瘢痕小，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
快，出血不到一毫升，切口瘢痕引起的
远期并发症少。缺点是与开放手术相
比，术后短期并发症的发生率略高(但
多数均能恢复)，不过国外的统计表
明，并发症的多少与医生对内镜操作
的熟练程度有关。

赵志钢主任介绍，腕管综合征早
期治疗效果最好，当出现肌肉萎缩时
效果相对就较差了，对于糖尿病引起
的腕管综合征(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尤为适合(切口小，愈合快)，希望广大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放下思想包
袱，尽早接受合理、疗效确切的手术治
疗。

本报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苗广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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