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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疾
控
中
心
发
布
九
月
份
健
康
提
示

 近日，市疾控
中心发布9月份健康

提示：9月开学季，初秋天
气昼夜温差变大，早晚适
当增添衣物；注意预防肺
结核、秋季腹泻、疟疾；
警惕布鲁氏菌病，

预防猴痘。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通讯员 徐华胜 李怡君

 肺结核易在学校等人群聚

集场所传播。人体感染结核菌

后不一定发病，当抵抗力降低时

可能引发临床症状。

●健康提示：

　　（一）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合理安

排好作息时间，做到生活规律劳逸结

合，增强体质。

　　（二）经常通风换气，勤晒被褥、

衣物，多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三）合理膳食，加强营养，多食

用高蛋白、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戒烟

限酒。

　　（四）出现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被诊

断为肺结核后，不隐瞒病情、不带病上

课，坚持正规治疗。

增强个人体质
，预防肺结核病

　　秋季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病毒感染

所致，常见为轮状病毒感染。日常生活中

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牢记“勤洗手、吃熟

食、喝开水”。

●健康提示：

　　（一）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准备

加工食品前。

　　（二）生熟食品要分开，食物要彻底煮

熟，尤其是肉、禽、蛋和海产品。

　　（三）不喝未经煮开的生水，不吃腐烂

变质的食品，水果和蔬菜食用前应认真

洗净。

　　（四）吃剩的食物要及时放入冰箱内

冷藏，且储存时间不宜过长，冷藏食物食

用前要热透；外出用餐时要注意食品

安全。

　　（五）一旦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

状，应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关注饮食安全
，预防秋季腹泻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寄生虫

病，可通过蚊子叮咬或者输血传播。疟原

虫进入人体后，10-20天后就会发病。发病

前往往有疲乏、不适、厌食等症状，发病时

经历发冷期、发热期、出汗期和间歇期四

个阶段。我市疟疾主要为输入性病例。

预防疟疾最好的办法是防止蚊子叮咬，禁

止疟疾患者献血。

●健康提示：

　　（一）预防境外感染疟疾。非洲和

东南亚是疟疾高度流行区，出发前应了

解目的地疟疾流行状况，做好个人防护

准备；在疟疾流行区活动，应穿长袖衣

裤，减少皮肤暴露，尽量避免在蚊虫出现

的高峰期，尤其是黄昏、夜晚到野外活动，

可喷洒驱蚊剂、点蚊香，睡觉使用蚊帐。

　　（二）回国后或在边境地区返回后

若出现发热、发冷、乏力等疑似疟疾症

状时，需及时就诊，并告知医生相关的

疟疾流行区旅行史，以提高诊断的及时

性，减少误诊和漏诊。

　　（三）确诊疟疾后需按医嘱全程、

足量服用抗疟药物，否则易造成病情

延误。

做好个人防护
，谨防输入性疟

疾

　　布鲁氏菌病又叫波状热，俗称“懒汉

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

病。人主要是由于接触患病的牲畜及其

制品感染发病，能引起全身多个系统的损

害，特别是骨关节。

●健康提示：

  （一）养殖户：

　　（1）家畜应圈养，避开水源，不得散

放、串街、混放，避免人畜混居。

　　（2）不要人畜共用盆碗等餐具，不与

幼畜玩耍。

　　（3）饲养过牲畜的场所应进行消毒。

特别是出现牲畜流产时，一定要避免直接

接触流产物和死胎，应立即对其进行彻底

消毒处理。

　　（4）照料牲畜、清洁圈舍时，注意个人

卫生防护，要佩戴手套、口罩等防护用品，

劳动后要彻底清洗。

  （二）居民家庭：

　　（1）注意饮食卫生，不吃不清洁的食

物，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

　　（2）食用肉、奶等畜产品前一定要充

分加热，不可生食。

　　（3）家庭用的菜刀、案板要生熟分开，

切了生肉的刀、案板也应清洗消毒，避免

污染其他厨具、餐具。

正确养殖畜类
和食用畜制品

，警惕布鲁氏菌
病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感染所致的一种

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发

热、皮疹、淋巴结肿大。感染动物及猴痘

病毒感染者是主要传染源。人与人之间

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2022年5月份以来

的猴痘疫情，感染人群主要为男男性行为

人群及他们的关联人群。

●健康提示：

　　（一）在猴痘地方性流行地区，尽量避

免与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包括患病

或死亡的动物）发生接触；不直接接触动

物的血和肉，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二）对于猴痘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应及时转运至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如

临床症状明显好转，可转为居家隔离治

疗。居家隔离治疗期间，单人单间居住，

避免与家人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做好污

染物消毒，非必要不外出。

　　（三）主动就医和及时报备。日常生

活中应洁身自好。疫区归国人员或与患

者发生密切接触的人员需注意自我健康

监测，出现皮疹等症状时，应主动就医，并

告知接诊医生疫区旅行史或接触史、暴露

史，以助于诊断和治疗。

做好日常防护
，预防猴痘病毒

感染

　　“医生，我左耳的听力明显弱了很多，有一
种在游泳的感觉……”近日，“阳康”不久的张先生
（化名）突然感觉右边耳朵闷闷的，仿佛塞入了棉
花，时不时有嗡嗡的异响，耳朵像进水了似的，别
人说话也听不清，自认为是上火，遂自行购买服
用了败火药，吃了十几天也不见缓解。那么，
张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张先生的家人了解到状况后，带他来潍
坊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经过硬性耳内镜
探查，发现张先生的左耳鼓膜明显内陷，光
锥消失，鼓膜内有淡黄色的液体。纯音测听
检查和声导抗测试，发现张先生的右耳气导
明显下降，而且出现明显的气骨导差，为中
度传导性听力下降，声导抗测试表现为B型
曲线，确诊为分泌性中耳炎。在保守治疗无
效后，给张先生做了鼓膜置管术，吸出中耳
内的淡黄色分泌物，张先生的耳闷感立即得
到明显改善。
　　呼吸道感染真的容易引起分泌性中耳
炎吗？对此，潍坊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
田军医生表示，分泌性中耳炎是以中耳积
液、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中耳非化脓性
炎性疾病，病因复杂。在呼吸道疾病的高
发季节，呼吸道感染是引发分泌性中耳炎
的原因之一。连接鼻咽和中耳有一个重要
管道结构———“咽鼓管”。呼吸道感染后，
大多数感染者的鼻腔会分泌出大量清水
样涕甚至是黏脓涕，鼻腔内分泌物不能充
分引流，经过后吸、倒流，病毒就很容易
通过咽鼓管逆行感染至中耳。另外，很
多感染者都存在鼻塞的症状，这是由于
鼻黏膜水肿或鼻甲肿大所致。由于咽鼓
管在气压平衡和气体交换中发挥作
用，因此，下鼻甲尾端的肿胀压迫咽
鼓管咽口，会使中耳处于一种负压的
状态，导致中耳腔积液，因此患者就
有耳闷胀感、听力下降等表现，从而
引发分泌性中耳炎。
 　那么出现什么症状，需要警惕呢？
  听力下降：当头位变动，如前倾
或偏向患侧等，此时因积液离开蜗
窗，听力可暂时改善。
  耳闭塞感：感觉耳朵被棉花塞
住了一样，听不清别人说话，自己
讲话声音很大却不自知。
  耳鸣：常为低音调嗡嗡声，水
流声。当头部运动、打哈欠、擤鼻
涕时可出现气过水声。
  耳痛：急性者可有隐隐作
痛，慢性者耳痛不明显。
　　田军提醒，市民生活中应该
避免用力擤鼻涕。当捏紧双侧鼻
孔并过分用力擤鼻涕时，空气通
过咽鼓管流向中耳，就会出现耳
闷、耳鸣等症状，还可能会使脓
性鼻涕通过咽鼓管流向中耳引
起中耳炎。正确的做法是，用
手指压住一侧鼻孔，由另一侧
将鼻涕向外擤出。

“阳康”之后咋还“聋”了？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通讯员 杨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