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格兰人是奇怪的红褐色的人种，大约40%的苏格兰人有“红
褐色”基因载体。而最近研究称，全球变暖可能导致红褐色头发人种
的消失。分析称，红褐色头发在苏格兰是天气恶劣的结果，天空时常
密布着云，很少有阳光，红褐色头发和白皮肤人种的形成正是因为
缺少阳光和维他命D。近几年，在英国北部岛屿上无论乌云还是白
云的数量都越来越少。这是由于天气变暖所导致的气候的变化，科
学家们预计，这些变化会导致红褐色头发人种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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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将致红褐色头发消失

健健康康大大讲讲堂堂下下期期请请您您来来““点点题题””

本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吴霞

7月10日，首期健康大讲
堂上，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张伟
系统讲述了“肺纤维化与肺
部夏季调理”。他提醒公众，
当出现爬楼气喘，继而发展
到平地气短时就要注意。

“肺纤维化”距离我们并
不遥远，它的发病原因非常复
杂。首先与职业或环境因素相
关，例如吸入无机粉尘和有机

粉尘。
张伟介绍，部分药物或治

疗也可能引起肺纤维化。如抗
肿瘤药物博来霉素、马利兰、环
磷酰胺和甲氨喋呤等；抗心律
失常药物胺碘酮、肼苯哒嗪等；
放射线治疗、高浓度氧疗等。

“还有像类风湿性关节
炎、系统性硬化病、多发性肌
炎/皮肌炎、干燥综合征、系
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也可能
引起肺纤维化。”张伟说，此
外部分病毒感染以及一些不
能确定微生物感染等也可能

引起肺纤维化。
张伟尤其提醒说，研究

表明，吸烟与肺纤维化的发
病明显相关，每天吸烟一包，
烟龄20年，或每天2包，烟龄10

年相关性尤其明显。
张伟说，轻者剧烈活动时

出现呼吸困难，重者即使静息
状态下也会发生呼吸困难，尤
其是活动性呼吸困难比较常
见，其他症状还有干咳、乏力
等。

“有的患者，一开始可能还
只是爬楼时出现呼吸困难，慢

慢地，即使在平地上走也会出
现呼吸困难了。”张伟说，这就
可能是肺部出现问题了，应该
及时进行相关检查。

张伟介绍，目前，现代医学
对肺纤维化尚缺乏有效的治疗
手段，主要是以糖皮质激素、免
疫抑制剂为主要治疗手段，通
过中医在治疗肺纤维化方面有
一定优势，部分中药可以降低糖
皮质激素的副作用，减少肺纤维
化的复发次数，某些中药本身
还具有类激素样作用，能够显
著增强和延长激素的疗效。

中医肺病学泰山学者、省中医张伟：

每每天天一一包包烟烟，，肺肺纤纤维维化化可可能能找找上上你你

首期健康大讲堂上，主讲
人张伟现场回答了十余位听
众的提问，现场为他们或他们
的亲人“把脉答疑”。现选登几
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1 .肺纹理增多是怎

样引起的？

读者：我平时身体挺好，连
药都不吃，在2012年体检的时
候，医生说我是慢性气管炎。去
年我咳嗽，到医院体检说我有
慢支，就住院了，到今年体检说
我是肺纹理增多，这是怎么回
事？需要怎么治疗？

张伟：气管炎这个病应该
说是病理学的诊断，这个病是
不能简单通过看片子判断，但
是有的医生可能就是看下片
子，就诊断是慢性支气管炎了，
实际上通过片子或者CT来看，
气管炎是不能确诊的，这是因
为在座的大部分人，拍片子可
能都会肺纹理增多。

为什么会肺纹理增多呢？
这原因很多，像现在空气污染
比较重，甚至是有时候我们不
吸烟，别人吸烟，二手烟等都可
能造成肺纹理增多。

所谓肺纹理多，是一种影
像学的表现。我们拍片子的时
候，肺的外三分之一是看不到
纹理的，如果看到了我们就说，
是肺纹理增多。

引起肺纹理增多的原因
很多，单纯的肺纹理增多并不
代表有肺病，好多人都有。如果
没有其他症状，无需担心。

2 .肺大泡需要手

术吗？

患者：我去年查出肺大泡，

今年一拍片子又有肺大泡，有
的肺大泡还挺很大，有的医生
说最好做手术，但这两年我没
手术，身体挺好的，请院长说一
下这个肺大泡的来历和到底
该怎么治？

张伟：通俗地讲，正常情况
下，我们的肺泡是有间隔的，但
是如果肺泡与肺泡融合了，那
就会形成了大泡。如果单纯地
说，肺大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它如果破裂了，可能会引
起气胸，这是很危险的。

因此，医生之间也就有了
不同的建议。因此，你没有手术
可能也没影响到你的生活质
量。但是，肺大泡患者平时要特
别注意，因为有的时候病人一
用力，或者感冒的情况下，一下
子憋得不能走路了，这时候你
得考虑是不是肺大泡破了，引
起了气胸。

当然，引起气胸如果能及
时就诊也不会很危险，只要到
医院做个胸腔穿刺，排出气体，
一般没什么问题。

3 .三伏帖贴敷处起

泡，还适合贴吗？

读者：12年以前得过一次
肺炎，然后每年冬天都犯一次
支气管炎，后来就被诊断为慢
性气管炎，每年冬天都犯，尤其
是遇到冷空气的时候，您说该
怎么办好呢？贴三伏帖吧，贴的
地方就起泡，我是否适合贴？

张伟：慢性支气管炎的诊
断是非常严格的，它的诊断不
象我们平时看病的时候问病
人你怎么不好啊，病人会说“慢
支”。这是因为这种病已经深入
人心了。但其实慢性支气管炎
的诊断要求非常严，要每年持

续发作三个月，连续两年，只有
两条都符合才是“慢支”。你不
能说我一到冬天就咳嗽，我就
是慢支，这不是。

得过肺部感染以后出现
的这个情况，是因为呼吸道免
疫功能受影响了，气道会出现
高反应，一旦有刺激性颗粒吸
入，气道就会做出保护性反射，
像可能闻到烟味就咳嗽，街上
的汽车尾气，炒菜的时候都受
不了，这就是气道反应性高。

气道反应性高如何降下
来呢？首先是在消除炎症的基
础上，慢慢降下来。患者可以适
当加强体育锻炼，我建议游泳，
游泳对“慢支患者”很适合，当
然，游泳时不要选那些用氯气
消毒的游泳池，否则可能会更
刺激呼吸道。

至于您说的三伏帖，我觉
得是合适的，甚至您应该贴三
九帖，这样按三伏帖和三九帖
的规定来贴敷。

健康大讲堂问题互动

慢慢支支患患者者游游泳泳好好处处多多

本报济南7月14日讯(记者 李
钢) “乙肝疫苗事件后，打疫苗到
底安不安全啊？”12日，国家有关部
门组织的“疫苗知识普及行动”走进
济南。活动中，有关专家透露，出于
安全性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糖
丸”于2018年退出历史舞台，由更安
全的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取代。目
前，部分接种点已有近半的父母为
孩子自费选择灭活脊髓灰质炎疫
苗。

“打疫苗，是很有必要的，而且
甚至是公民的义务。”省妇幼保健院
儿保中心副主任安祥美介绍，疫苗
可以分为一类疫苗，也就是国家计
划免疫的免费疫苗，还有二类疫苗，
即居民可自愿自费选择的疫苗。“一
类疫苗，是国家规定的，必须要接种
的，而且这些疫苗是数十年来证明
安全有效的。”

对于部分家长关心的，“糖丸”
可能会引起小儿麻痹症的问题，省
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儿科专家刘霞
解释说，疫苗从性质上分为减毒活
疫苗和灭活的死苗，两者各有优劣。
对脊髓灰质炎疫苗来说，“糖丸”属
于减毒活疫苗，它在几十年的使用
中证明是比较安全有效的，只是极
个别的可能会引起异常反应，例如
可能造成小儿麻痹。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到
2018年要全部使用灭活脊髓灰质炎
疫苗。国家卫生计生委官员对此也
明确表示，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
要求完成。

“目前不少接种点既有‘糖丸’，
也有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居民可
根据自己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自己的
经济水平，自愿选择。”安祥美表示，
该院的接种点，目前已经有近半的
父母会为孩子选择自费的灭活脊髓
灰质炎疫苗。当然，她同时表示，“糖
丸”也是安全的，只有及其个别的可
能会出现异常反应。

近半人不再选“糖丸”

2018年退出历史舞台
本报济南7月14日讯(记者

李钢) 为回报广大读者对
本报生命周刊的关心和支持，
本报联合省内各大医院推出
了齐鲁晚报健康大讲堂。7月10

日，首期健康大讲堂聚焦“肺病
调理”，受到广大读者追捧，电
话“抢座”火爆，现场气氛热烈。
为能让讲座更有针对性，现向
广大读者征集下期主题，读者
可拨打96706120为下期“点

题”。我们将根据读者最期待
的话题，为您邀请主讲专家。

7月10日下午1点左右，距
离健康大讲堂首期讲座正式
开讲还有一个多小时，就有不
少听众迫不及待地赶到会场

“占座”。能容纳150多人的会
场很快座无虚席。一位80多岁
的老太太，因行动不便，家人
专门用轮椅将其推到会场外
听起了讲座。

下午2：30，主讲嘉宾山东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中医肺病学泰山学者岗位特
聘专家、主任医师张伟正式开
始了讲座。他在一个小时的主
题讲座中，介绍了肺纤维化的
病因、症状、最新治疗方法以
及夏季肺部调理“小妙方”等。

“我弟弟刚患了肺膜炎，
正好在济南住院，我陪床，看
了齐鲁晚报搞这个健康讲座

我就急忙赶了过来。”讲堂上，
来自日照的赵先生认真记录
着专家所讲的内容，“讲座办
得好，专家讲得好，很多担心
的问题这次都听明白了。”

为回报广大读者对本报
生命周刊的关心和支持，今
后，生命周刊健康大讲堂将定
期举行，每期都将邀请省内外
各大医院的著名专家为读者
奉上最科学的健康保健知识。

健康大讲堂报告厅坐得满满的。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听众中很多老人，他们听得特别认真，生怕漏下丁点内
容。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本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高金 刘鹏

40岁后生孩子

产妇孩子死亡率翻倍

本报济南7月14日讯(记者 李
钢) “单独两孩放开后，高龄产妇
问题将十分棘手。”在第25个世界人
口日来临之际，2014中国人口与生
殖健康论坛在济南召开，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研生殖健康
问题。与会专家表示，单独两孩放
开后，40岁以上产妇开始增加，但
4 0岁后生育，产妇和孩子死亡率
翻倍。

“44岁都怀孕了，当时我心里一
咯噔”，谈起自己碰到的一个病人，
著名生殖医学专家、国家辅助生殖
与优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山
东大学副校长陈子江教授心里很是
担心，“44岁怀孕，后面风险大极了，
首先是出生缺陷，孩子的健康，孕期
她的健康，以及生产过程的问题。”

7月9日，在第25个世界人口日
来临之际，2014“中国人口与生殖健
康论坛”在济南召开，来自全国的著
名人口、生殖专家等齐聚一堂，共研
人口与生殖健康问题。单独两孩放
开后，高龄产妇的问题引起了与会
专家的高度重视。

专家建议，尽量避免超过40岁
时生育，如果要生育也要非常注意
孕期保健等，此外，现在的辅助生殖
技术也可以帮助高龄产妇降低许多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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