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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 年，这些“春节病”需格外关注龙
编者按：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凝聚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象征

着新的开始和希望。“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人们在爆竹声中赶走了年兽，但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迎来了新的怪兽———“春节病”。

春节期间暴饮暴食、酗酒或

高脂饮食易刺激胰液过度分泌，

其中的胰酶在胰腺内被异常激

活后容易引起胰腺组织自身消

化、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等一系

列连锁反应，进而导致急性胰腺

炎的发生。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谢芳

介绍，急性胰腺炎患者常常腹痛

难忍，到医院抽血检查完发现血

液呈乳白色，血脂非常高。“急

性胰腺炎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

清楚，胆道疾病和长期酗酒是引

起该病的主要原因，高甘油三酯

血症也可能诱发胰腺炎。”

另外，胆结石、胆道感染

等也会引起急性胰腺炎，其症

状一般是中上腹部疼痛，逐渐

向腰部和背部放射，呈刀割样

疼痛或者绞痛，疼痛感持久且

阵发性加剧；有些人还会出现

发热、恶心、呕吐和腹胀，甚至

休克等。如果出现以上症状，

就要及时就医。

常言道，“能吃是福”，

但春节期间的“大快朵颐”可

能会让本就肠胃不好的人面

临健康考验。

从医院门诊数据看，每年春

节前后都是消化系统疾病的高

发季。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

任医师付万发介绍，在春节假

期，人们经常早饭不吃，中午

或晚上饱餐一顿。饥饿时，胃内的

胃酸、蛋白酶浓度较高，容易损伤

胃黏膜。暴饮暴食可能造成胃肠

功能紊乱、消化不良，出现胃胀、

胃痛等症状。

“过年餐桌上，喝酒是很难

避免的。”付万发指出，酒精可

直接损害胃黏膜，影响胃液分

泌，降低胃酸活性，使人食欲下

降。醉酒后剧烈的恶心和呕吐

后可导致贲门黏膜也就是食管

和胃连接处黏膜发生撕裂，从而

并发上消化道出血，严重时可导

致失血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

过节期间，很多家庭都准

备了不少饭菜，吃不完会剩下

留着下一顿吃。可吃剩饭剩菜

潜藏着很多健康风险，比如肉

类中的蛋白质很容易变质，可

能会导致细菌感染从而引发

腹泻、呕吐等胃肠道炎症。另

外，剩饭剩菜不新鲜，不但不

能给人体提供营养物质，反而

有可能加重肠胃负担。

春节期间亲友相聚，免

不了会坐在一起打牌娱乐，一些患有

颈肩腰腿疼痛等关节疾病的患者要

警惕长时间久坐带来的关节问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

科一康复中心副主任医师郭峰指出，

腰背长时间处于坐姿，如果坐姿不

良，腰背肌容易劳损。同时，久坐容

易加重椎间盘负荷，导致腰椎间盘突

出伴神经根炎。久坐不仅对腰部不

好，还会使骨盆和骶骨关节长时间负

重，影响下肢血液循环，出现骶髂关

节炎及下肢水肿等问题。如果出现

腰痛伴臀部及下肢放射性疼痛，一

定要警惕，及时就诊。

另外，不少年轻人迫不及待趁春

节假期涌入雪场。值得一提的是，滑

雪是一项极限运动，每年在雪场受伤

的滑雪者不在少数，不少网友戏称

“雪道的尽头是骨科”。

郭峰介绍，滑雪运动速度较快，

且滑板与冰面之间摩擦系数小，轻微

的颠簸、转向，身体就容易失衡而滑

倒。并且滑雪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

巧，很多初学者一时难以掌握，往往

不会控制速度、协调动作，以至于撞

上别人或直接摔倒，导致受伤。常见

的损伤有膝、踝关节的骨折脱位及韧

带损伤、腰部扭伤，手腕撑地导致骨

折韧带损伤，骶尾部骨折等。

郭峰建议，如果发现雪场有人摔

伤，第一时间要看伤者是否清醒，再

了解其具体疼痛位置以判断伤势情

况，切勿轻易挪动伤者。“如果受伤

位置迅速肿胀、痛感强烈，多是韧带

和骨头出现问题，如果肢体出现畸形

肯定是骨折，最好先用硬纸壳之类的

东西将受伤位置固定，然后再移动伤

者。另外，关节可能出现问题，如果

是关节内的损伤，特定角度动作是做

不了的。出现以上这些情况建议伤

者赶紧到医院处理。”

急性胰腺炎

胃肠道炎症

关节病

天气预报显示，近期我国多地会

迎来降雪，过去很少降雪的地方也可

能会出现降雪天气。解放军总医院眼

科医学部主任医师陶海提醒，在皑皑

白雪中观雪景、登雪山、驾雪橇、打雪

仗，陶醉于白色的冰雪世界时，不要

忘记保护好眼睛，因为积雪反射的强

光很容易引起“雪盲”。

陶海介绍，雪盲又称日光眼炎，

这种眼病是因太阳中的紫外线照射

到大面积积雪上发生反射，眼睛黑眼

球外层（角膜）组织受到紫外线较长

时间的辐射而被灼伤所致。典型表现

包括眼睑（俗称眼皮）水肿、怕光、睁

不开眼、流泪、视物模糊、双眼剧烈疼

痛，眼痛大部分在夜间发作，疼痛难

以忍受。雪盲通常在角膜上皮被灼伤

后 6～8小时左右开始出现眼部症

状，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症状，待出现

症状时，角膜已受到损伤。

陶海指出，若已出现雪盲，可将

患者移至黑暗处或以眼罩蒙住眼

睛，用湿毛巾冷敷，不要用手揉眼

睛。可以用促进角膜上皮修复的药

物进行治疗，例如重组人表皮生长

因子滴眼液、小牛血清滴眼液等。

若疼痛剧烈，可用蜂地麻滴眼液滴

眼。在紧急情况下还可用新鲜母乳

或鲜牛奶滴眼，每次 5～6滴，每隔

3～5分钟滴一次。另外，闭目休息，

减少用眼，有利于恢复。经过上述

治疗，一般 24～48小时可痊愈，若

超过 48小时还无明显缓解，甚至症

状加重，可能是继发感染导致感染

性角膜炎，需要查明病因，给予抗感

染治疗。

那么，应如何防止雪盲？陶海

表示，首先要避免在没有任何眼保

护措施的情况下长时间观赏雪景或

长时间在雪地里行走。其次，如果

准备长时间观赏雪景或长时间在雪

地里行走时，要戴上护目镜或太阳

镜。太阳镜一定要选择外包装标有

“100%防紫外线”“UV400”“防紫外

线”等字样。否则，配戴劣质的太阳

镜易使瞳孔放大，导致紫外线入侵

眼部比不戴太阳镜时还严重，对眼

睛造成损伤。

雪盲

燃放烟花爆竹是春节传统活动

之一，也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活动。但

是儿童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他们可

能会在路上捡瞎炮，把鞭炮拿在手上

放、装进容器里放，导致手、面、眼、耳

等部位被炸伤。另外，成人不规范燃

放烟花爆竹同样容易被炸伤。

那么，鞭炮炸伤怎么处理？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医师林海介绍，首先用清水小心清

除面部污垢和沙粒。清水不仅能去除

灰尘和血液等小异物，还有助于冷却

烧伤后的局部组织，清除伤口中残留

的化学物质，进一步减少损伤。

若眼部受伤，可以用一个金属

眼罩或纸杯盖住眼睛，然后尽快去医

院就诊。注意不要给眼球加压，不要

接触眼球，不要移除眼球中的异物。

尽可能防止眼球破裂，保护剩余房

水。若仅有异物飞入眼内，切忌揉眼，

轻闭双眼或稍眨眼，让表浅的异物随

泪水流出。如有异物进入眼球深部，

绝不可压迫眼球，以免眼内组织脱

出。额头和眉弓被爆竹炸伤时，要注

意自我检查眼睛视力，初步判断有无

视神经间接损伤。

如果手、足部被炸伤，有出血部

位，应以压迫止血为主，时间最好不

要太长，每隔 15分钟放松一次，以免

造成肢体坏死。掉下来的组织可以用

干净的布包起来，外面覆盖上不透水

的材料，如胶带、橡胶手套，收紧后放

入冰块中。

林海强调，许多人在被烧伤和

炸伤后匆忙脱掉衣服检查伤口，实

际上这是错误的做法。被烧伤和炸

伤后，病人不应强行脱衣服。应该

用剪刀把衣服剪掉，以免皮肤被剥

掉，使病情恶化。用牙膏、酱油和紫

色液体来涂抹烧伤伤口也是不科

学的，这些方法对控制伤口感染没

有作用，反而可能加重伤口感染。

此外，由于伤口被有颜色的物体覆

盖，容易影响医生对烧伤深度的观

察和判断，延误治疗。

鞭炮炸伤

新春佳节人员区域性流动

大幅增加，目前我国仍处于冬季

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普通感

冒、季节性流感、支原体肺炎、呼

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等呼吸道传

染病发生风险较高；诺如病毒肠

炎也进入高发季，部分消化道传

染病发生风险升高。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

操建议，春节期间有出行计划的

公众应采取相关措施，降低呼吸

道传染病感染的风险。

首先要关注疫情动态。建议

公众出行前，要密切关注传染病

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

信息提示，合理安排出行。

其次要做好个人防护。科

学佩戴口罩是降低呼吸道传染

病感染风险的重要措施，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环境密闭

或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时，要

科学佩戴口罩，及时洗手消毒，

做好手部卫生。

再次要做好健康监测。出行

前若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

症状，建议暂缓出行；若必须出

行，应科学佩戴口罩，减少与他人

近距离接触。

最后，春节期间，建议公众

合理安排作息和行程，均衡营

养，充足休息，适当运动，提高

自身免疫力。

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由于

自身免疫较弱，感染传染病后发

展成重症风险较高，建议尽量减

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如确需

前往，应科学佩戴口罩；同时建议

积极接种新冠、流感、肺炎球菌疫

苗，以减少感染和重症风险。

呼吸道疾病

为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

国人饭桌上各种做法的鱼必不可

少，因此过节期间发生消化道异物的

患者明显增加，特别是老人和孩子。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急诊

科主任吴秀静介绍，如果不小心被鱼

刺、排骨卡喉，或不慎将细小骨头或

枣核等误食咽下，千万不要用喝醋、

吞菜咽饭等办法处理，不然轻则划伤

消化道黏膜，重则异物嵌顿在食管

内，导致食管穿孔、纵膈感染，甚至可

能刺破纵膈内大血管危及生命。

除了消化道异物，春节还是气

管异物发生概率最高的日子，小朋友

吃了不易嚼碎的食物后在一起玩耍

打闹、大哭大笑，极易引发气管异物。

吴秀静介绍，气管异物多见于 5岁以

下儿童，3岁以下最多，严重性取决于

异物的性质和气道阻塞的程度，轻者

可致肺部损害，重者可窒息死亡。异

物种类很多，如果冻、瓜子、花生米、

硬币、玩具零件、纽扣等。若出现气管

异物，家长不要惊慌，可利用“海姆立

克法”排出异物。

异物卡喉

春节期间，免不了鸡鸭鱼虾，煎

炸烧烤等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以

及各色酒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斌介绍，摄入

过多的高脂肪、高糖分、高盐分的食

物容易导致血压升高、血脂异常等问

题，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对

于有基础性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

糖尿病、痛风、肝病及肠胃疾病等患

者，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忌口。

王斌指出，春节餐桌上常见的

火锅、动物内脏、虾蟹等高蛋白、高

嘌呤食物，高血压、痛风的病人不能

多吃。

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更要节制，

合理控糖；肝病及尿毒症患者要限

制盐、蛋白的摄入；肠胃不好的人则

要少吃年糕、汤圆等糯米制作的甜

食和坚果类零食。

春节由于大部分人的作息时间

和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往往上一

顿还没消化，下一顿又开始了。所以

要规律作息，进行相应的运动，让肠

胃有适当的空间，如果积食太多，就

容易形成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

此外，过度饮酒吸烟，彻夜不眠

疲劳打麻将、打牌，再加上有高血压

病史，很容易出现心脏意外及脑中

风。身边人一旦出现口歪眼斜、手足

麻木、前胸后背痛甚至偏瘫，一定高

度怀疑是不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意

外。这时千万不要随意移动患者，要

赶紧拨打 120将其送往医院。

“三高”等基础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