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心和肺的血管是相连的，一旦患者出
现肺部感染，心脏就会受到牵连。 那么，感冒是如何
导致心衰加重的呢？

心衰患者往往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等，患者的免疫力、抵抗力相对较弱。在
寒冷环境中，人体交感神经紧张性增强，皮肤血管收
缩，血流量减少，血液中的免疫细胞无法及时发现、
清理呼吸道中的细菌、病毒等。 另外，心衰患者或多
或少存在肺部淤血的情况， 这会给各种病原体提供
丰富的养料，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肺炎。

心衰患者出现肺炎后，会有发热症状，通常体温
每升高 1摄氏度， 心率就会增加 12次/分～15次/分。
这对于心衰患者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此外，当患者
出现肺部感染时，肺泡、支气管等产生的分泌物会阻
碍氧气与血液中二氧化碳的交换，心脏缺氧会导致心

衰加重。当心衰加重时，肺部淤血情况随之加重，而肺
部淤血会导致感染难以被控制，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哪些情况提示心衰加重？
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患者平躺时心脏位置变

低，导致回心血量增加，进而加重肺部淤血。 患者由
于呼吸困难，会出现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情况，坐
起或将枕头垫高可改善症状。

喘中带咳、痰中带血 ：心衰患者发生肺部感染
时 ，肺功能 、心功能都会进一步恶化 ，导致气喘加
重、咳嗽等。 部分患者剧烈咳嗽时，会出现肺静脉损
伤，进而出现痰中带血的情况。

四肢乏力，茶饭不思：心功能下降和肺部淤血可
导致心脏射血量减少、 氧气和二氧化碳交换能力下
降，无法满足患者日常活动所需的能量和氧分。

（据《老年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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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俗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
“三九”是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时节。

“三伏阳气盛，三九阴气隆”，中医认为，“三九”
是一年中阳气最为衰弱的时段，人体阳气也会顺应
自然规律，收敛潜藏。 也就是说，此时人体阳气最
弱、阴气最盛，易受外界寒邪侵袭，从而诱发各种疾
病。此时也是中医养生尤为重视的调理时机。“三九
贴”是中医传统疗法之一，凭借其独到的治疗效果，
在冬季养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在寒冷的三九天，
选择辛散温通的中草药， 在特定穴位进行贴敷，通
过药物对穴位的温热刺激，温煦肺经阳气，驱散内
伏寒邪，可以达到祛除疾病和预防疾病的目的。

“三九贴”可以预防和治疗多种慢性疾病，3 岁
以上小孩和成人皆可贴敷。 具体来说，“三九贴”主
要适用于调理以下几种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喘
息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等
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

消化系统疾病，如中焦虚寒、虚寒性胃病、胃肠
功能紊乱、慢性结肠炎、虚寒腹泻。

妇产科疾病，如下焦虚寒、宫寒、痛经、带下量多
等。

风湿骨病，如关节痛、骨质增生、关节炎，风湿
引起的颈痛、肩痛、腰痛、腿痛。

在贴敷“三九贴”的过程中，应确保皮肤清洁，
避免受到感染。 一旦皮肤出现瘙痒、红肿等不良反
应，应立即停止使用，以避免症状恶化。

通常情况下，“三九贴”的贴敷时间建议为 2 小
时～3 小时。 时间过短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疗效，而
时间过长则可能导致皮肤发红、瘙痒等。当然，根据
个体差异，贴敷时间可适当调整：小儿的贴敷时间
建议为 0.5 小时～1 小时，成人则可延长为 2 小时～4
小时。 在贴敷后，局部出现轻微红肿或瘙痒通常是
正常反应，若出现严重不适，如水疱等症状，应及时
就医并遵医嘱处理。

在贴敷“三九贴”期间，还需注意饮食调节。 应
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如辣椒、芥末等，以免
影响药效。同时还应戒烟戒酒，以免影响身体健康。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保暖、避风寒等。

尽管“三九贴”在传统疗法中备受推崇，但并非
人人皆宜。 以下几类人群需谨慎使用或避免使用：

瘢痕体质者、 患有糖尿病及恶性肿瘤的患者、
处于肺炎及其他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的患者、对
贴敷药物有极度敏感反应者、患有接触性皮炎等皮
肤病及局部皮肤有破损者、妊娠期妇女及哺乳期妇
女、严重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出血倾向性疾病
患者及严重过敏体质患者。 （据《大河健康报》）

助阳驱寒“三九贴” 冬病冬防正当时

骨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意外伤害，
根据骨折部位是否与外界相通， 分为闭合性骨折和
开放性骨折；根据骨折端稳定程度，分为稳定性骨折
和不稳定性骨折。

骨折常伴随着剧烈疼痛 、局部肿胀 、异常畸形
以及活动受限等症状 ， 及时的医疗干预对于骨折
的康复至关重要。一旦出现疑似骨折的情况，应尽
早就医，以便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无论是选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 都需要注
意避免过早活动，积极进行功能锻炼，否则容易影响
骨折的愈合或出现明显的并发症。

避免过早活动：在治疗过程中，应当进行局部的
制动休息，避免过早进行活动或负重，以免因局部反
复损伤而导致骨折部位延迟愈合或不愈合。

积极进行功能锻炼： 骨折的治疗目的一方面是
促进骨折愈合，另外一方面是恢复肢体的正常功能，

进行功能锻炼是恢复肢体正常功能的有效途径。 在
骨折治疗的前期， 需要反复进行骨折部位肌肉的绷
紧舒张锻炼， 锻炼肌肉力量。 在医生或康复师的指
导下，进行被动关节活动，帮助骨折部位的肌肉逐渐
适应运动， 避免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 在骨折部位
稳定后，要积极进行邻近关节的屈伸活动锻炼，以避
免关节粘连，影响关节后续的正常屈伸活动。

预防并发症：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治疗期间要对
其积极进行护理，比如翻身拍背等，预防褥疮、坠积性
肺炎、泌尿系统感染等常见卧床并发症发生。

在骨折的治疗过程中，如果能够注意上述几点，
不仅可以促进骨折部位的愈合， 还能够有效预防后
期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或后遗症。 此外，在饮食方面，
患者要加强营养，做到营养均衡，如摄入足够的钙、
磷、维生素 D 等有助于骨折愈合的营养物质。

（周口淮海医院 杨坤）

骨折康复妙招 学起来吧

心衰患者冬季要谨防感冒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日益突出。
2024 年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公布的数据显
示，全国有近五分之一的 6 岁至 17 岁青少年面临
超重和肥胖问题。 新华社发 王威 作

������入冬以来，冷空气活动频繁，儿童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 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黄玉娟提醒家
长：“孩子一旦生病，尽量居家休息治疗，直到症状消失。 家长如果出现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应在近距离接触
或照护婴幼儿时科学佩戴口罩。 ” 新华社发 德德德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