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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蛀牙不补，行吗？

口腔疾病对全身健康有影响

吗？常见的口腔疾病有哪些？为什

么早晚刷牙还长蛀牙？蛀牙可以不

补吗？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保护牙齿

健康？刷牙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下周二（9月12日）上午9：30～10：30，

本报健康热线 0551-62623752，将邀

请合肥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二科副

主任医师张富华与读者交流。

张富华，副主任医师，合肥市口

腔医院牙体牙髓二科行政副主任，擅

长牙体修复，龋病、牙髓及根尖周病

的诊断和治疗。

▋张婷婷 徐莉 记者 李皖婷

发热是机体防御疾病的反应
人体不同部位的正常

体温有几种？能不能从发
热的热型来判断病因？9
月5日上午9:30至10:30，
市 场 星 报 健 康 热 线
0551-62623752，邀请合
肥市三院感染科主任黄育
红与读者交流。

▋傅喆
记者 李皖婷/文 倪路/图

黄育红 副主任医

师，擅长各种肠道传染病

治疗，不明原因发热的诊

治，各型病毒性肝炎、脂

肪肝、酒精性肝病、药物

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

的诊治及重症肝炎的综

合治疗，慢乙肝、丙肝后

肝硬化及难治性腹水的

诊治等。

发热是机体防御疾病的反应
读者：什么是正常体温？

黄育红：正常人的体温在体温调
节中枢的调控下，机体的产热和散热
保持动态平衡，使体温保持在相对恒
定的范围内，当各种原因导致体温调
节中枢的功能障碍时，产热超过散
热，体温升高超出正常范围，即为发
热。体温升高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
能，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热是机体
防御疾病的反应。

人的体温并非一成不变
读者：人体不同部位的正常体温

有几种？

黄育红：正常人体温在36～37℃
之间，24 小时有波动。健康人肛温
36.5～37.7℃，口温 36.3～37.2℃，腋
温36～37℃。

很多疾病会导致发热
读者：发热病人的病因有哪些？

黄育红：发热病人的病因很多，
临床上大致分为两类：感染性和非感
染性发热，以感染性发热多见。1.感
染性发热：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

真菌、寄生虫等）引起的感染均可出
现发热。2.非感染性发热：（1）坏死
物质的吸收：如大手术后组织损伤、内
出血、心肌梗死、癌症等。（2）抗原-抗
体反应：如风湿热、药物热、结缔组织
病等。（3）内分泌与代谢疾病：如甲状
腺功能亢进、重度脱水等。（4）皮肤
散热减少：如广泛性皮炎、慢性心力
衰竭等，一般为低热。（5）体温调节中
枢功能失常：如中暑、安眠药中毒、脑

出血等。常表现为高热无汗。（6）自
主神经功能紊乱：多为低热，并伴有自
主神经功能紊乱的其他表现。

不同疾病的发热热型也不同
读者：能不能从发热的热型来判

断病因？

黄育红：临 床 上 常 见 的 热 型
如下：

（1）稽 留 热 ：体 温 恒 定 在 39~
40℃左右，一天之内波动范围不超
过１℃，持续时间较长，甚至延续数
日不退。多见于伤寒、肺炎球菌性肺
炎等。

（2）弛张热：为 39℃以上的高
热，一日间的体温波动范围大，往往
超过 2℃，但仍在正常体温以上。常
见于败血症、风湿热、重症肺结核及
化脓性炎症等。

(3) 间 歇 热 ：体 温 急 骤 上 升 达
39℃以上，持续数小时或更长，然后
下降至正常。经数小时或数日的间
歇期，体温再次升高，如此反复发
作。常见于疟疾、急性肾盂肾炎等。

（4）波状热：体温逐渐上升达
39℃或更高后又逐渐下降，下降至一
定程度后又逐渐上升，如此反复，温
度曲线呈波浪型。常见于布氏杆菌
病等。

（5）回归热：体温急骤上升达39℃
或以上，持续数天后骤然下降至正常，
数天后高热又再次出现，如此反复交
替。可见于回归热、淋巴瘤等。

（6）不规则热：发热的体温曲线
无一定规律。可见于结核病、风湿
热、支气管肺炎、渗出性胸膜炎等。

一周病情报告

夏秋交替，哮喘患儿夜间发病增多
2岁的茜茜睡觉前哭闹不止，一开

始还只是间歇性的轻咳，到后来发展成
气喘、呼吸困难，吓坏了的家长赶紧开车
将孩子送到医院急诊科。“儿童哮喘在临
睡前和午夜时间比较多发，约占到发作
总数的一半。”合肥市一院儿科朱蓉医生
介绍，最近前来医院就诊的哮喘小患儿
可不少。引发小儿哮喘的原因很多，比
如天气转凉后，有些抵抗力差的孩子感
冒发烧，因为呼吸道感染诱发了哮喘，还
有些是因为入秋后空气干燥，呼吸道粘
膜受刺激诱发的哮喘，加上还有尘螨、花
粉等过敏原的刺激也可能引发哮喘。

医生表示，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通

常表现为呼吸急促、上气不接下气、面
色苍白等，面对夜间儿童突发哮喘，做
家长的千万不能慌了手脚。首先应该
打开门窗，让患儿呼吸新鲜空气，同时
将孩子扶起来坐在直背的靠椅上；家中
如果备有吸入气雾剂，摇匀后将喷嘴对
着患儿口腔喷入，并让患儿深呼吸以保
证药物吸入呼吸道；没有气雾剂的情况
下可选用一定的平喘药服用。

专家提醒，天气变化时，家长要特
别留意哮喘患儿的生活起居，随气温
变化添加衣物，多喝水，适当锻炼以增
加 抵 抗 力 ，尽 量 避 免 尘 螨 等 过 敏
源。 ▋费秦茹 记者 李皖婷

9 月 6 日至 7 日，以“守护生命 志
愿同行”为主题的全国红十字应急救
护大赛在合肥举办。来自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
的 34 支代表队 100 多名红十字救护
员参加比赛。

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
行。预赛中，34支代表队在红十字运
动知识、急救理论和急救操作、主题
演讲等方面展开角逐，其中 6 支队伍
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决赛中，理论答题抢答环节激烈
紧张、扣人心弦；“我和红十字救护”
主题演讲真实感人、发人深省；交通
事故、地震、火灾、踩踏、触电、运动伤
害等演练场景真实、贴近生活，演练
指挥得当、技术娴熟。

“生命健康是人类社会一切文明

进步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各种意外伤
害和突发急症却时刻威胁着我们，只
有深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增强群众
避险逃生意识、提高自救互救技能，
才 能 使 更 多 的 人 成 为 生 命 的 守 护
者。”安徽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常务
副会长张青表示，他希望这次大赛能
成为大家交流工作、切磋技艺的舞
台，成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传播人
道理念的过程，也希望广大群众能够
参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掌握急救
知识和技能，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够
出手相救，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与
安全。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救护。
此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先后于2010
年、2012、2015 年成功举办全国红十
字应急救护大赛。

▋蒋坤 记者 李皖婷

守护生命，志愿同行
第四届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合肥举办

医疗新闻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中医院获悉，
该院“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的队员们，
日前圆满完成援藏任务，受到了当地政
府、医院和藏族群众的一致好评。

安徽省是落实中组部、国家卫生计
生委“1+7”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中
最早开展“以院包科”的省份，通过实行
结对共建和成批次“组团式”选派医疗骨
干，支持西藏山南地区人民医院重点学
科、人才培养和管理能力建设，帮助山南
市人民医院完成“三甲”医院创建。

给藏族患者配药，不小心捏碎玻
璃瓶，左手划出多道伤口，血流不止，
简单包扎后，他忍着疼痛继续给病人
看病；一名患有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藏
族新生儿生命垂危，急需救命药品，他
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争分夺秒，跨越两
地 200 公里调度购回药品，终于将患
儿从死亡线上拉回……一年来，像这
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同时，鉴于当地医院人才短缺、技
术欠缺的情况，援藏医疗队专家以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医院管理为重点，
在参与医院、科室规范化管理，制定完
善相关规章制度，规范诊疗模式后，采
取“1+1+1”模式，以师带徒培养当地专
业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提高他们专业
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同时，采取“请进
来”方式，将优秀医技护骨干人员选派
到内地援建医院培训学习。培育一批
医疗水平信得过、服务水平过硬、当地
医院留得住的本土医疗人才，努力为山
南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如今，在医疗队员们的心中，西藏
已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表示，回
来后将继续关注西藏，关注山南，关注
山南市人民医院的发展。令人感动的
是，今年 7 月，在圆满完成一年援藏医
疗任务后，陈浩同志主动申请再援藏
一年，与安徽省中医院第二批组团式
医疗队再次踏上了雪域高原，他们将
继续坚守岗位，奉献爱心，为山南市医
疗水平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

▋鲁燕玲 记者 李皖婷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
我省医疗专家“组团式”援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