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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天气潮湿闷热， 有利于尘螨、
霉菌等过敏原的繁殖，增加过敏风险。 同
时，空气中的花粉、灰尘等过敏原也可能
引发过敏性鼻炎等疾病。

过敏性鼻炎主要表现为发作性打喷

嚏、流清水样鼻涕和鼻塞，常伴随眼痒、咽
痒、嗅觉减退及咳嗽；严重者每日可发作
数次，甚至引发胸闷或哮喘，部分患者可
能继发鼻息肉。

有人说，过敏性鼻炎不就是打几个喷
嚏而已，能有多大危害？ 殊不知过敏性鼻
炎可能引发多种并发症：

1.支气管哮喘：哮喘发作时会出现呼
吸困难、喘息等症状，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其痛苦程度远超常人想象。

2.睡眠呼吸障碍：长期鼻塞可导致夜
间缺氧、睡眠质量下降，引发打鼾、睡眠呼
吸暂停等问题，影响日间精神状态。

3.鼻息肉：反复炎症刺激可能形成鼻
息肉，导致持续性鼻塞、嗅觉丧失。若息肉
增大，可能堵塞鼻腔或坠入咽喉，使患者
不得不长期张口呼吸，进一步引发慢性咽
炎、口干、牙齿畸形等问题。

易过敏人群如何预防过敏性鼻炎

1.减少周围生活环境中的尘螨，例如
房间定期通风，保持被褥干燥，每日打扫
房间卫生，减少毛织品使用，定期清洗空
调滤网等。

2.夏季要尽量避免外出，在家中应关
好门窗。外出时，尽量避免皮肤裸露在外。
回家后，应第一时间洗手、洗脸，并清洗手
臂等裸露部位。

患上过敏性鼻炎该怎么办

根据《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
南（2022 年修订版）》的指导意见，过敏性
鼻炎患者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应对：

1.使用鼻用激素 ：作为一线治疗药
物，可有效缓解鼻黏膜炎症。

2.使用抗组胺药：主要代表药物有氯
雷他定等。

3.使用抗白三烯药：主要代表药物为
孟鲁斯特。

4.使用肥大细胞膜稳定剂：包括色甘
酸钠、尼多酸钠、曲尼司特等，可抑制过敏
介质释放。

5.使用减充血剂：主要代表药物有羟
甲唑啉、赛洛唑啉等。

6.中医疗法治疗：这一疗法需要专门
的中医师辨证论治后进行。

7.鼻腔盐水冲洗：通过冲洗清除鼻腔
内过敏原及分泌物，改善鼻塞症状。

8.免疫治疗：适用于病情反复 、药物
控制不佳者，需在专科医生指导下进行。

（周口淮海医院 郝志鹏）

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集中收治托养政策，近日，被
双相情感障碍折磨十余年的段女士（化名）在周口精
神康复医院的专业治疗与照护下，病情逐渐好转，重
拾生活希望。她的家庭挣脱了“因病致贫”的“枷锁”，
生活重回正轨。 这一切， 不仅是一个家庭命运的转
折，更是周口市探索精神智力类困难残疾人托养服
务领域的生动缩影。

十多年来，段女士的情绪犹如“过山车”———忽而

亢奋易怒、行为失控，忽而陷入抑郁、自责自伤。 家人
带段女士辗转求医，但因其病情反复发作、治疗断断
续续，始终未能稳定康复。 由于需要照料段女士和孩
子，她的丈夫被迫辞去工作，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
仅靠亲友接济维系基本生活，其孩子的学业与心理健
康也深受影响。

2020 年，随着《周口市精神智力类贫困残疾人
集中收治托养实施方案》（简称《方案》）的全面落地，
像段女士这样的精神智力类贫困残疾人家庭迎来转

机。在落实《方案》的过程中，段女士所在村的村干部
通过入户排查，发现她属于政策帮扶对象，便主动上
门讲解“政府兜底、专业托养”的惠民政策。在村干部
的协助下，段女士顺利完成申请流程。 经审核通过，
段女士入住周口精神康复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成为
全市首批集中收治托养对象之一。

在周口精神康复医院， 段女士得到了全周期的
专业照护：精神科医生通过药物治疗帮她稳定情绪，
心理咨询师运用专业疏导解开她的思想症结， 康复

治疗师以手工制作、 体能训练等课程助她恢复劳动
能力，农疗、工疗等特色活动帮助她重新适应社会。
“刚入院时，她封闭自我、抗拒交流，如今能够主动参
与集体活动了。 ”段女士的主治医生介绍，他们不仅
关注患者的病情， 更注重患者的心理支持与生活技
能的培养，让患者在科学诊疗中重拾生活信心。

段女士的病情逐渐好转， 为她的家庭带来了转
机：丈夫不需要全天候陪护段女士后，重新就业，有
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回归正轨，脸
上重新绽放笑容。 “现在我能安心工作，孩子也能专
心读书，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段女士的丈夫笑着说，
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从“因病致贫”到“重获新生”，段女士一家人的
转变是周口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生动写照。截至目前，周口市已有千余名精
神智力类贫困残疾人获得专业照护。

在这场温暖的“生命救赎”中，周口精神康复医
院始终坚守公益初心， 与政府部门协同构建起 “筛
查—申请—审批—托养—监管”全流程服务体系，确
保精神智力类贫困残疾人集中收治托养政策落地精

准高效。 该院依托专业医疗资源，为患者提供“医疗
有保障、康复有计划、生活有关爱”的全方位服务。该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仅要治愈患者疾病，更
要让患者找回生命的价值， 让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幸
福生活。 ” （周口精神康复医院 张跳跃）

托养一人 幸福一家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下，电子设备使用时长激增，不良用眼习惯普遍，近视、眼疲劳等问
题威胁各年龄段人群的眼部健康。每年的 6 月 6 日是全国爱眼日，针对公众关注较高的几类问题，记
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医师付晶。关灯后看手机对眼睛伤害
有多大？ 付晶说，黑暗环境中瞳孔扩大，让更多光线进入眼球，而手机屏幕产生的短波有害蓝光可穿
透晶状体，长期照射可能损伤视网膜黄斑区，增加黄斑变性的风险。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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