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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我家孩子好像是平足，长大

以后是不是会影响走路啊？

专家：对于大于6岁、在青少年期

仍存在的柔软性平足，家长需要更多

关注；而僵硬性平足经常在青少年时

期出现，由于它的形成可能与足弓结

构的畸形相关，在此期间需要一直特

别关注。

扁平足可以分为柔软性平足、僵硬

性平足两种类型。对于这两种类型平

足的处理是不同的，因此，区分柔软性

还是僵硬性平足相当重要。

在怀疑孩子存在扁平足时，一种简

单的方法可以区分这两类平足：检查孩

子在坐姿、正常站立和足尖站立时的足

弓形态。对于柔软性平足，只在站立

（负重）时足弓扁平，在坐姿（不负重）和

足尖站立时，足弓形态正常；对于僵硬

性的扁平足，在所有的三种姿态中，足

弓都是扁平的。

在怀疑孩子有扁平足时，家长们需

关注足的柔软性、以及是否有足弓和小

腿的疼痛。多数情况下，无疼痛症状的

柔软性平足不需特别处理，可多关注孩

子的日常表现。而僵硬性平足、或者具

有疼痛症状的柔软性平足，需要及时就

医并定期随访，由专业足踝医生进行针

对性的诊疗。 ■ 记者 马冰璐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近日，因感冒发烧前来

合肥市一院儿科就诊的小患者中，不乏有高烧不退

出现惊厥症状的急诊患儿，在此，该院儿科主任温

晓红特别提醒家长，预防小儿高热惊厥，及时降温

是关键。

高热惊厥是指由于高热而引起的惊厥，一般初

次发作在小儿一个月至五、六岁之间，体温在38℃

以上时，多突然出现口吐白沫、两眼上翻等症状，发

作往往短暂，发作后无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高热

惊厥是小儿最多见的惊厥类型，一般来说，大多数

是好的，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抵抗力的增强，6岁以

后不再发作，不会留下神经系统后遗症，但有一部

分患儿会后遗智力低下、癫痫、行为异常等神经功

能障碍。

在宝宝生病发烧时，家长要注意仔细观察，及

早给予降温，可用头部冷湿敷（或枕冰袋）、酒精擦

浴、冷盐水灌肠等物理措施降温。发生惊厥时应立

即松解衣服、侧卧、清除口鼻分泌物，以防止窒息，

并在上下齿之间放置牙垫，以防咬破舌头。一旦发

现小儿反复发作，应及时去医院作脑电图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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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不能吃膏方？假的！
高血压患者选用膏方时应分清虚实缓急

关于膏方，有这样一个传言：高血压患者忌服膏，补多了

会脑出血。对此，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二科汪瑛主任表

示，这只是传言，不是真的。 ■ 王振亚记者马冰璐文/图

膏方兼有补虚和疗疾的作用
膏方，又称“煎膏”“滋膏”，膏方是将中药饮片经过多

次煎熬、去渣、收汁、添加辅料后制成的稠厚滋补佳品。

服用后有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机体适应性、改善人体内

分泌、增强心脑肾功能、治疗各种虚损证、维护机体防衰

老等效果。

据汪瑛介绍，膏方不只是进补，兼有补虚和疗疾的作

用。膏方选材根据患者的病证而灵活组合，可多可少，药

多的膏方可达四五十味中药材，少则只有三四味药物。

膏方还具有口感好、服用方便等优点，对于病情复杂而且

相对稳定需要巩固治疗的患者，最适宜不过了。

高血压病是一种以体循环动脉压增高为主要特点，

以头痛、头晕、耳鸣、心悸、疲劳为主要症状的临床综合

征，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动脉压的持续升高

可导致靶器官，如心、脑、肾和视网膜等脏器的损害，可引

起严重的心、脑、肾并发症，是脑卒中、冠心病的主要危险

因素。高血压病归属于中医“头痛”“眩晕”等范畴。

高血压患者选用膏方时应分清虚实缓急
汪瑛强调，针对高血压病虚实夹杂的病机特点，选用

膏方时应分清虚实缓急，需以辨证施方为本，切合病机为

要，“虚则补之，实则泄之”，同时需要注意顾护脾胃，病证

结合。其次，膏方选材当以调理为主，以补为辅，调理则

将重点放在肝与心，一方面要疏肝柔肝，另一方面要养心

宁神；滋补的重点在肾阴，肾阴充足，可以养肝血滋肝阴，

能预防肝气过旺而致血压升高。与此同时要兼顾血液运

行，适当选用活血行血之类的药物，有助于减缓动脉粥样

硬化的发展速度，预防血瘀证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或

加重。

汪瑛提醒，膏方并非适用于所有人，主要适宜人群

如下：

一、亚健康状态者，平素无慢性疾病，却容易感冒，抗

病能力下降，或压力过重而致身体虚弱的人；中老年人；

失眠健忘、气短懒言、易感疲乏、精力不充者。

二、慢性疾病人群。慢性疾病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慢

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系统疾

病、血液系统疾病、妇科慢性疾病、小儿肺系疾病、消化系

统疾病等的患者，以及“三高”人群。

三、康复患者。外科手术后、肿瘤放化疗后、大病重

病后、产后等身体极度虚弱的人，营养调摄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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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严青 修杨 付艳 记者 马冰璐） 近年来，

肿瘤免疫治疗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继手

术、放疗、化疗后又一种重要的抗肿瘤手段。可越

来越多的不良反应也引起关注，这些免疫相关副反

应涉及皮肤、消化道、内分泌器官、肝脏和肺等多个

器官。12月26日，记者获悉，安医大四附院接诊了

一位因肿瘤免疫治疗导致全身多系统损害的79岁

高龄患者。

汤老是庐江人，因“咳嗽、咳痰 2周伴发热 1

周”就诊于当地县医院，治疗期间病情逐渐加重，

12月1日凌晨紧急转至安医大四附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入院后患者病情迅速恶化，出现意识

改变同时血压开始下降，经有效抢救后，患者神志

逐渐转清，但仍有反复发热，并多次排出胶冻状粘

液血便。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发现这位高龄患者

除了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外，还合并心包积液、胸

腔积液，血糖波动幅度很大，因此考虑为全身系统

性疾病。

经过仔细询问，发现这已不是汤老第一次出现

类似症状了。患者1年前确诊为右侧鼻腔黑色素

瘤，术后抗肿瘤免疫治疗半年，停药不久后汤老就

开始发热。辗转多家大型三甲医院，用了多种广谱

抗生素联合抗病毒等治疗，仍不见效果。严重的时

候，汤老出现昏迷，并转至 ICU气管插管、机械通

气，最终在上海某知名医院治疗好转后出院。

出院刚一个月，汤老又出现了发热症状。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联系医务科组织全院多学科会诊，

考虑肿瘤免疫治疗所致的不良反应，进而导致全身

多系统功能损害。根据多学科会诊的意见，完善相

关检查，并调整了治疗方案。经过2周左右的精心

治疗及护理，汤老的病情逐渐稳定，康复出院。

该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李永怀

介绍，近年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肿瘤免疫

治疗取得了显著疗效，但在广泛的临床应用中，也

发现了肿瘤的免疫治疗背后可能“暗藏杀机”。

“人体的免疫系统分为抑制免疫系统和激活免

疫系统，只有当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方能维持机体

稳态。”李永怀表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通过激活

免疫来杀死癌细胞，但其过度激活会导致自身组织

器官受到攻击。这些不良反应包括皮肤毒性、胃肠

道毒性、肺毒性、内分泌系统毒性、肝脏毒性、心脏

毒性、肾脏毒性、肌肉毒性、神经系统毒性等。

“在肿瘤免疫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要及

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和治疗下，把不良反

应控制在低级别，才能更好地避免副反应对于肿瘤

治疗和身体的影响。”李永怀提醒。

肿瘤免疫治疗遭遇严重不良反应
79岁老人成功获救

汪瑛 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擅长应用中西医结合、针

药并用治疗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

血症、眩晕、颈肩腰腿痛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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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发烧不能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