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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治疗科学治疗：：全方位守护患者健康全方位守护患者健康

先进检测先进检测：：为诊断提供有力依据为诊断提供有力依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众多过敏原
中，宠物是常见的“罪魁祸首”之一，尤其
是猫和狗。这些宠物的毛发、皮屑、分泌
物以及排泄物都可能成为致敏源，甚至一
些用羽毛或毛皮制成的产品也可能诱发
过敏症状。因此，该科室为患者提供了一
系列详细且实用的防治宠物过敏方法，包
括建议患者避免饲养宠物，或者选择“低
致敏”品种的宠物；指导患者将宠物饲养
在室外，以此减少宠物毛发、皮屑等在室
内的残留，特别是要避免宠物进出客厅和
卧室；提醒患者定期给宠物洗澡、修剪毛
发，并定期清洗或更换宠物用具，从而有

效降低室内宠物过敏原的浓度；强调患者
在接触宠物后要立即洗手，及时更换衣物
及其他家用针织物品等。

除了预防，药物对症治疗、特异性免
疫治疗以及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也是该
科室治疗方案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正是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四位一体系统治疗
方案。这一治疗过程需要团队长期的跟
踪和专业的指导，从低浓度低剂量开始，
逐渐递增至高浓度高剂量维持，诱导机体
的免疫耐受。整个过程不仅要求团队成
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有足够的
耐心和责任心。脱敏治疗疗程较长，至少

2年，推荐疗程为3年至5年，虽然疗效存
在个体差异，但有效率在60%—80%之间，
为众多过敏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

为过敏患者撑起健康保护伞
——市第一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纪实

他们是精准检测的先锋队，凭借先进技术
拨开过敏的重重迷雾；

他们是专业诊断的智慧团，在细微之处洞
察过敏原的隐藏真相；

他们是有效治疗的守护者，用特色疗法为
患者撑起康复的希望之伞。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自1986
年从北京协和医院引入相关理论及技术以来，
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漫长的
岁月里，这个医疗团队不断积累丰富的临床经
验，通过无数次的实践和探索，逐渐摸索出了一
套科室独有的治疗方法。如今，他们已经发展
成为青海省唯一一家针对过敏性疾病开展特异
性脱敏治疗的特色专科，为广大患者提供了更
具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赢得了患者们的广泛认
可与好评。

本报记者 悠然

在生活中，过敏现象如影随形，困扰着无数
人。有的患者仅仅是猫咪从身旁经过，身体就会
出现不适。“我们曾经就有一位留学国外的患者，
在留学期间经常与猫接触，起初并未发觉异常，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打喷嚏、流鼻涕、身上红疹等
症状相继出现。她一直误以为是感冒，在其他医
院进行过敏原检查也未能找到真正病因。后来，
该患者来到我们变态反应科。在进行专科查体
后，为患者安排了血清过敏原特异性IgE定量检
测。这一检测过程需要团队成员的紧密配合，从
样本采集到仪器操作，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最终，检测结果准确地显示出该名患者对猫上皮
高度过敏、狗上皮中等程度过敏、屋尘中等级别
过敏，而牛奶及其他食物过敏原皆为阴性，最终
为该患者精准找到了长期困扰她的过敏原。”

在临床中，变态反应科所采用的
皮肤点刺试验，这是用于检测引起速

发型过敏反应的变应原的有力手段。
医疗团队成员熟练地将多种抗原制剂

制成的点刺液滴于患者前臂，再用点
刺针轻轻刺入皮肤表层，随后在 15 分
钟至 20 分钟内仔细观察风团情况，并
准确记录直径大小以计算反应强度。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却需要团队成员
具备丰富的经验和精准的操作技能。
该方法能够检测出食物组 30 余种、吸
入组 20 多种相关过敏原，甚至还可以
对新鲜水果做皮肤点刺试验，以便更
好地追踪患者饮食影响。而血清过敏
原 IgE 定量检测则是团队手中的另一
把“利器”，这种特异性颇高的检测方
法能够全面评估受试者对各类过敏原
的敏感程度，预测过敏发生的概率，衡
量过敏风险与疾病严重程度，为临床
诊断过敏性疾病提供客观且精准的数
据支持。“整个检测过程操作便捷、安
全性高、结果精确，这一技术填补了我
省在过敏原检测诊断技术领域的空
白。”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翟灵仙介绍
道。

精准诊断精准诊断：：
抽丝剥茧寻病因抽丝剥茧寻病因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 顾
天成）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儿
童支原体肺炎处于散发流行中。针对
公众关切，国家疾控局组织疾控和医学
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一问：哪些情况需要警惕支原
体肺炎？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
吸内科副主任医师于磊：肺炎支原体感
染后临床表现多样，包括鼻咽炎、扁桃
体炎、气管炎和肺炎等，其中以气管炎
和肺炎最为常见。

肺炎支原体肺炎多见于 5 岁以上
儿童，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可
伴有头痛、乏力、流涕、咽痛等。发热以
中高热为主，体温可高于 38.5℃，咳嗽
常为剧烈干咳，可能持续数周至数月。
婴幼儿患者可能有喘息表现；年长儿可
有胸痛，病情进展可出现呼吸困难。

如患儿出现体温持续高于38.5℃，
高热不退；精神弱、睡眠多、纳食明显减
少；呼吸快、喘息、胸痛；在治疗过程中
出现病情反复或加重等情况，家长应及
时带患儿到医院就诊。

二问：儿童感染肺炎支原体
后，怎样治疗和护理？

于磊：肺炎支原体感染发病初期，
多数患儿会出现咽痛、头痛、发烧、咳嗽
和乏力等。两三天后，呼吸道症状会逐
渐明显。症状高峰时，患儿咳嗽症状明
显，尤其是夜晚，痰可能黏稠或脓样，呼

吸急促和胸痛也可能随之而来。整个
病程大约持续2到3周。恢复阶段，患儿
发热等症状明显好转，但咳嗽可能会持
续时间较长，有的可达1至2月左右，随
着治疗和时间的推移，症状逐渐消失。

在临床治疗方面，肺炎支原体肺炎
最佳的治疗窗口期为发热后 5 天内。
治疗应根据不同严重程度进行个体化
治疗，选择合理抗生素。重症患儿应采
取综合治疗，尽早就医。

家长应遵从医生医嘱进行规律治
疗，切忌擅自停药或自行调整治疗方案。

三问：家校如何联手做好儿童
支原体肺炎预防？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副研
究员彭质斌：儿童青少年免疫系统还不
健全，更容易发生呼吸道传染病。建议
家校共同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对于疫苗可预防的呼吸道传
染病如流感、水痘、麻疹、风疹、流行性
腮腺炎等，应按照疫苗接种程序，保障
儿童青少年及时接种疫苗。

二是要注意孩子的日常护理，保持
个人卫生；加强室内环境清洁和空气流
通；多让孩子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规律
作息，增强自身免疫力。

三是要减少孩子接触传染源的机会，
避免让儿童青少年去人群密集的场所。

最后，加强健康监测，做好晨午检、
因病缺课登记等，确保学生、教职员工
不带病上课上岗，防止将传染病引入学
校或班级。

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专家详解民众关切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 顾天成）当

前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情况如何？为何有家长感
觉，孩子越来越容易得呼吸道疾病了？冬春季怎
样更好守护“一老一小”呼吸道健康？针对公众
热点关切，国家疾控局组织疾控和医学专家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作出专业解答。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有效促进
临床救治和疫情防控临床救治和疫情防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副研
究员彭质斌：

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当
前，我国已建立针对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
毒等 15 种常见呼吸道病原体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哨点监测，能够及时掌握传染病流行趋势
和病原谱构成，有效促进临床救治和疫情防
控。

从今年第 44 周监测数据来看，哨点医院 14
岁及以下儿童的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数和急性呼
吸道感染住院病例数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当前该
年龄组儿童常见检出的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是
肺炎支原体和鼻病毒。

目前，肺炎支原体阳性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
中在北方省份，南方大多数省份阳性率水平还较
低。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活
动当前也处于较低水平。

但随着气温下降、冬季来临，会出现流感、肺
炎支原体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等呼吸道传
染病上升的风险，我们可能会面临多种呼吸道传
染病叠加或共同流行的风险。

疾控部门将持续做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
点监测，加强多渠道常规疫情监测预警。

多因素叠加增加儿童呼吸道感染可能多因素叠加增加儿童呼吸道感染可能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副
主任医师于磊：

冬春季孩子易患呼吸道疾病是一个多因素

交织的复杂问题。
由于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尚未完全成熟，

他们在面对温度变化时，身体调节能力相对较
弱。当室外空气寒冷，孩子的户外活动有所减
少；同时冬春季空气干燥，可能影响呼吸道保
湿；加之为了保温而长时间关闭门窗导致空气
质量下降，进一步增加了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部分患儿还因冷空气刺激而引发呼吸道高反
应，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增加了儿童呼吸道感染
的可能。

肺炎支原体作为一种常见呼吸道病原体，其
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感染者是常见的传染
源。目前已有多种抗支原体药物应用于临床，且
疗效肯定，家长不必过于担心。如果出现病情迁
延不愈或体温持续高于38.5℃等情况，建议家长
带患儿前往医院就诊及评估，遵医嘱用药，切忌
自行在家盲目用药，延误患儿病情。

“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做好预防 加强疫
苗接种苗接种

于磊：“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可通过以下措施
来做好预防，包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如勤洗
手、咳嗽或打喷嚏时遮住口鼻；增强体质，保证充
足的睡眠，注意营养均衡，提高身体抵抗力；在疾
病高发季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特别是
空气流动不畅的密闭场所；减少接触出现呼吸道
症状的人，接触时注意个人防护；保持环境清洁
卫生，做好室内通风换气。

彭质斌：为了有效降低孩子在这一时期的呼
吸道感染风险，家长可采取如下预防措施，如定
期开窗通风、增加孩子营养摄入、避免带孩子去
人群密集场所等。

同时，建议加强对儿童、基础性疾病患者、
老年人群等高风险人群的疫苗接种。家庭要
积极做好健康监测，对重症高风险患者及时就
医、救治，尽可能预防发病、减少重症及死亡病
例发生。

国家疾控局：儿童支原体肺炎这样防治效果好体肺炎这样防治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