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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火、雾的警示

冬季进入流感高发期

过度使用手机电脑易患颈椎病 房颤已成心血管“流行病”

感冒咳嗽痊愈需半月
切勿心急乱服抗生素

据新华社 从零下40多摄氏度的
莫斯科，到40多摄氏度的悉尼；从“无
冬”的纽约，到迷雾中的北京……去年
12月到今年1月，世界一些地方极端
天气轮番登场，频频突破历史纪录。
地球怎么了？对不同地区的极端天
气，专家解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共
识：全球气候变化的警钟再次敲响，考
问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发展路径。

“冰冷与火热”的困扰
零下40多摄氏度到底有多冷？
去年12月底，一名俄罗斯男子将

滚烫的开水从阳台倾倒出去，开水在
空中瞬间变成一条冰雾带，随风飘散。

在局地零下 50 多摄氏度的蒙古
国，来自严寒重灾区的牧民正举家迁
往首都乌兰巴托和各省会城市“取暖”
避灾，乌兰巴托的人口已膨胀至全国
人口的一半。

岁末年初，通常盘踞在西伯利亚
的反气旋扩展到俄罗斯欧洲部分及蒙
古国西部，给欧亚大陆带来异常“冰
冷”的考验。

而在寒暑相反的南半球，一些国
家却处于“火热”之中。

巴西里约热内卢街头，电子温度
计像是被“钉”在了40摄氏度以上，创
下近百年新高。在室外，扑面而来的
热浪令人晕眩，汽车发动机舱盖能摊
鸡蛋。

澳大利亚的霍巴特附近，超过40
摄氏度的高温引发山林大火，黑烟弥
漫数公里，数以千计的居民和旅游者
受困。通向灾区的道路旁，随时可以
见到余烬冒出的烟雾，闻到浓烈的燃
烧气味，仿佛劫后世界。

气象专家说，今年冬季南大洋海
水温度比往年高，导致巴西、澳大利亚
等国南部无法像往年那样，获得从南
极地区飘来的冷湿空气和抑制高温的
洋流。

1 月 10 日，当北京市民走出家门
时，赫然发现往日熟识的景物全然淹
没在混沌的雾霾中，百米外的建筑都
难以看清轮廓。数日内，不仅北京，中
国东部大片地区都被浓雾笼罩。

中国气象专家指出，雾霾不断既
可归因于空气湿度增加，也有污染排放
原因。严寒中因采暖而猛增的能耗和
大量汽车，排放了可吸入颗粒物，它们
与空气中的水分结合，最终化作雾霾。

“自然还是人为”的困惑
岁末年初的异常天气，引起各国

专家的思考与评说：自然原因和人为
因素，到底哪个是主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家安东
尼·巴恩斯通说，2012 年美国平均气
温创下最高纪录，这与北大西洋涛动
（当地两个大气活动中心的气压震荡
变化）非常活跃有关。这导致墨西哥
湾暖流增强，美国东半部很多地区去
年“几乎没有冬天”。

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的科学
家杰克·克劳奇说，“气候变化在这些
异常天气现象中发挥了作用”，虽然
目前不清楚这种异常在多大程度上
分别由气候变化和自然界气象波动
所致，但没有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
变暖这个大背景，创纪录的温度不可
能出现。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委员会专家戴
维·卡罗利认为，“显然气候系统正因
全球变暖趋势而发生变化”，地球气候
有自然波动，但近年来炎热天气记录
比寒冷天气多得多，这已不能用自然
波动来解释，气候变化正使出现极端

天气的可能性增多。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高级科学

家凯文·特伦伯思也认为，单用“自然
界多变”已无法解释2012年的某些极
端天气，“很明显，我们正看到人类导
致的气候变化发挥作用，与去年类似
的天气纪录不会在整体不变的气候系
统中发生”。

但世界气象组织专家奥马尔·巴
杜尔的观点非常谨慎。他表示，全球
变暖并不意味着全球各地气温普遍升
高，目前还不能断定近来澳大利亚的
酷热或者印度、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
严寒等南北半球反常天气与气候变化
有直接联系。

“发展还是生存”的困境
尽管对当前极端酷热的成因还有

争议，但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委员会已
敦促国民努力了解气候变化风险，反
思目前的生活方式，切实采取行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为日后应对极端天
气做好准备。

无论是南半球的高温，欧亚大陆
的严寒，还是纽约的飓风、北京的雾
霾，多少都能联系到人类的生活方式

与发展路径。
烟囱林立，浓烟喷薄，汽车川流不

息……世界曾为实现工业化、迎来发
展新机遇而欣喜若狂。没人预料到，
种种工业时代的标志今天会带来多大
的麻烦。

任何发展都有代价。在不断增长
的需求面前，不发展意味着贫困落
后。但现有科技手段已可确认，无节
制的索取、生产、排放及相关生活方式
是改变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自
然界的规律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正越来
越明显，这有可能危及人类生存。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持久战。以解
决能源问题为例，各国正在大力开发
新能源，但从技术突破、市场应用到政
策扶持，还要走漫长的路。

然而，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界似
乎不愿无限制地等待下去，一些地球
物种正以史无前例地速度消亡，揭示
自然承受力正在飞快接近极限。

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和大自然发
出的其他警报，都在呼唤人类加快行
动，选择更科学的、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生活方式与发展路径。否则，人类
输不起。 ■栾海

据新华社 春节将至，人群流动性
加大，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机
会也大大增加。

据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
染病所所长徐淑慧介绍，从历年监测
情况看，12月末至来年2月为济南流
感高峰期。目前，甲型H1N1流感病毒
和甲型 H3N2 亚型流感病毒共同流
行，且甲型H1N1流感病毒较前期已
明显增强，逐渐转变为主导毒株。冬
春季是北方地区流感活跃期。

不过，徐淑慧也表示，自 2009 年
甲型 H1N1 发生大流行之后，甲型
H1N1亚型流感已经演变成季节性流
感，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流感，其传
播力与以前的普通流感没有明显区
别。目前的流感疫苗组分中也含有
甲型H1N1亚型，市民不必恐慌。

专家提醒，做好流感预防，首先
要保持室内空气新鲜，经常开窗换
气，家中如有流感患者可适当增加通
风换气次数。同时，要改变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改变揉鼻子、
挖鼻孔等不良习惯，以免将流感病毒

带入鼻腔。同时，平衡饮食，保证充
足的睡眠，尽量少去人群聚集以及
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获悉，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1 月 6
日的一周内，流感已致北京市 3 人
死亡，其中包括两例甲型 H1N1 流
感和1例流行性感冒。中心副主任
庞星火说，流感主要通过空气飞沫
和接触传播。流感病毒存在于患者
或隐性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中，
通过说话、咳嗽和打喷嚏等方式喷
出飞沫，散布在空气中，被易感人群
吸入到呼吸道里，引起发病。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示，飞机场、
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等旅客等候区
应加强消毒及通风换气频次；旅客
在候机、候车时，尽量在空气流通的
地方等候，尽量不在人多拥挤、空气
污浊的场所久留；旅途中如果有发
热等流感样症状的人尽量要戴口
罩，以免传染其他人；打喷嚏或咳嗽
时应用手帕或纸巾掩住口鼻，避免
飞沫污染他人。 ■钱荣 李亚红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使颈部肌
肉长期受力不均衡，可诱发颈椎病。
手机、平板电脑由于屏幕小，眼睛必须
更加专注，导致颈椎病年轻患者数量
逐步增多。经常低头看手机的市民要
多抬抬头向远望，多运动，转移对屏幕
的注意力，预防颈椎病。

上海开元骨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吴
鹏铎介绍，寒暑假或者长假过后的一
段时间，骨科门诊的青少年患者要比
平时翻几倍。据了解，绝大多数颈椎
病“小患者”都是由于玩电脑和看电视
时间过长、长期低头伏案学习所致。
家长应多督促孩子采用正确姿势以及
多运动。

尤其寒假期间，天气较冷，学生们
更不愿意出去玩，常常在家过度看电
视、玩游戏，而家长们也觉得假期应让
孩子们放松放松，便放松对孩子的管
教与提醒，从而导致孩子们颈椎病的
高发。

一旦发现颈椎不适或颈肩痛症
状，除注意日常生活习惯外，还需及时
就诊，专业医生可以进行一些早期的
自我保健指导和康复治疗，防止病情
发展造成不可逆变性损伤，引发较严
重症状，恢复起来也较为困难。

吴鹏铎介绍，颈椎病主要的非
手术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康
复理疗，主要是进行牵引、针灸、火
罐、中低频等康复治疗；针刀治疗，
通过针刺、松解和调节手法，松解
病变组织，剥离粘连、调节平衡；射
频治疗，通过高频射电电流产生突
变电场，使电极靶点组织周围水分
子振荡摩擦生热，利用这一范围可
控、温度可控、治疗时间可控，精确
作用于不同的治疗部位达到治疗的
效果；等离子消融减压术，能有效地
消融组织，治疗致椎间盘突出物变
小，创口小，术后即可正常活动。
还有一些如激光、臭氧等微创治疗
方式也各有特点。

大多数颈椎病、颈肩痛患者通
过康复理疗、门诊综合或微创治疗
可获得较好疗效，且痛苦小、恢复
快。临床治疗发现多技术综合运用
治疗效果较好，如针刀射频松解治
疗、射频活性氧综合治疗等，扩展
了非手术治疗颈椎病的适应症，也
较适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手术
治疗的颈椎病患者，而且颈椎病非
手术治疗技术大多被国家纳入医
保，有效降低了治疗费用。 ■宗禾

据新华社 我国约有800万房颤
患者。专家认为，房颤已成为一种
心血管“流行病”，应开展心血管医
师培训，提升房颤抗凝规范化治疗
水平。

房颤是心房颤动的简称，临床
上常表现为持续性心律失常，患病
率随年龄增长而明显增加。房颤可
能导致多种不良后果。其中，卒中
是房颤最主要的严重并发症，房颤

可使卒中发生率至少增高 4 至 5 倍。
房颤引发的卒中 30 天内的死亡率可
达25％，一年内死亡率则高达5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
医院急症抢救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
心血管内科分会常务委员朱俊指出，
抗凝治疗被证实是降低房颤患者卒
中及死亡率的关键，但目前，我国房
颤患者卒中预防的抗凝比率整体偏
低。中国临床医生对抗凝有诸多认

识误区，包括对血栓栓塞性并发症危
害的认识不足，过度担忧出血风险，
低估抗凝获益等。

针对这一现状，美国心脏病学
学院和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日前联合启动了房颤诊疗中国教育
项目，计划今年建立 10 个房颤临床
示范中心，举办至少 50 场专业教育
课堂，覆盖教育 4000 名心血管临床
医师。 ■胡浩

据新华社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
显示，患普通感冒出现的咳嗽症状
通常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能痊
愈。研究人员建议，普通感冒患者应
该对自愈有信心，最好不要乱服抗生
素。因为有证据表明，咳嗽时服用
抗生素，并不能缩短病程的时间。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家庭医学纪事》上报告说，他们

电话调查了 493 名美国成年人，询问
他们如果发烧达到38摄氏度，并且咳
嗽有痰的话，应该多长时间能痊愈等
问题，同时研究人员又查阅了一些有
关咳嗽的研究数据，结果发现咳嗽平
均需要17.8天才能痊愈。

这项研究表明，咳嗽持续的时间
比人们想象的要长。数据显示，2006
年美国有一半的急性咳嗽患者被医

生建议服用抗生素，而实际上绝大多
数呼吸道感染都是由病毒引起，抗生
素并不能起到很大作用。

研究人员建议，感冒患者可以在
咳嗽时有血，或咳嗽气促，或咳嗽时间
超过一个月，再去找医生寻求帮助。
确实也有一些非处方药能够让咳嗽患
者感觉更舒服，但真正治愈咳嗽的还
是时间。 ■李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