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30000报料热线：

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 责编 欧丹 校对 黄爱英 健康 10

儿童秋季防病 从化“积”开始

一场秋雨一场寒，气温的下降，让市民明显感到了凉意。孩子们在享受秋日的凉爽和
快乐时，也容易因为穿脱衣服不当而着凉。俗话说，换季时小孩要比成人多穿一件衣服，
做好早晚时段的保暖很重要。儿童秋季常见病有哪些？该怎么防治？新手爸妈又有怎样
的照顾误区呢？

不少家长习惯冲半袋板蓝根或感冒冲剂给感冒的孩子喝，这样到底对
不对呢？不同于西药对儿童和成人有着严格的区分，中成药对此的界限比
较宽松，服用小剂量的成人感冒药也是可以的，但还是建议带孩子就医，不
要轻易使用成人药，对症下药才能好得快。

那么问题来了，都是用来治疗感冒的，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到底有着
怎样的区别呢？

一是儿童用药口感相对好些，孩子更容易入口；二是儿童感冒不少是
由于积食引起脏腑内热、再外感病邪而引发的，因此消食化积是关键，儿童
感冒用药中多加入了调理脾胃的成分，通过清内热而治疗儿童感冒。

（据《北京晚报》消息）

从中医来看，秋季感冒的病因是“燥
邪”，出伏后气候快速变干燥，人体黏膜也
跟着变干燥，抵抗力下降使得人们更易患
病。儿童年纪越小体内越湿润，因而受燥
邪的影响越大、越明显。另外，中医讲儿童
是“纯阳之体”“体内三把火”，阳气十分旺
盛，所以更容易在干燥的天气里上火，再一
受凉可能就感冒了。

相比成人，儿童感冒的病情变化快，从
轻到重的时间短，可能早上只是打了一个
喷嚏，下午就开始发烧了，因此家长应多加
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变化，及时就
医，不可掉以轻心。

小孩精力旺盛，且不会准确描述自己
哪里不舒服，尤其一些学龄前儿童发烧 38
度、39度，还活蹦乱跳的，这时新手爸妈
就要格外留心了，不能看孩子精神头足、
气色好就认为小病不用管。感冒虽是小
病，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可能会引起一些
并发症和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因此家长应
对儿童感冒、儿童发热等“小病”给予足够
的重视。

另外，感冒的孩子应注意及时补充水
分，以免脱水使病情加重，同时儿童脾胃较
弱，积食容易引起脏腑内热，因此饮食上应
忌大鱼大肉，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为佳。

儿童易患感冒
轻症不容忽视

秋季腹泻也是儿童秋季常见病之一。
入秋后，有儿童的家庭应格外注意饮食卫
生和营养摄入，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
物。孩子脾胃较弱，最好只吃七成饱，减少
脾胃的负担。随着天气的转凉，还需看住
孩子不再吃冷饮。

我国北方有着“贴秋膘”的习俗，不少
家庭都会在秋冬季节里给孩子做大鱼大肉
补一补，认为这样可以增强体质。然而，这
实际上是个误区。

在过去，冬季里人们能够吃到的食物
种类有限，因此才需要通过“补一补”来增
强抵抗力。而在食物种类丰富、营养充足
的今天，让孩子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才是
正确的做法，忽然更换食谱或增加食量，都

会让孩子脾胃的负担加重，更容易患上腹
泻等消化系统疾病。

如果孩子患上了秋季腹泻，应及时就
医，并以调养为主，多喝水以防脱水，吃清
淡易消化的食物，调养个 1至 2周就能痊
愈。如果孩子在秋季食欲不振，也可遵医
嘱服用一些开胃醒脾的药品，帮助孩子调
理脾胃。

另外，营养不良不只指营养不足，营养
过剩、营养摄入失衡也属于营养不良。现
在饮食上不科学又缺乏运动的“小胖子”很
多，他们更容易在换季时生病。有儿童的
家庭最好能在每日三餐中都保持营养均衡
的科学饮食，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并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健康营养知识。

儿童脾胃较弱
小心秋季腹泻

父母有过敏性鼻炎，孩子也容易中
招？实际上被遗传的是易过敏体质，而
不一定是相同的过敏原，也就是说如果
父母对花粉过敏，孩子也会是易过敏体
质，但不一定对花粉过敏，也可能出现其他
过敏原。

过敏是无法预防的，易过敏体质的人

可能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过敏，因此最重
要的是在出现过敏症状时及时就医，明确
过敏原，获得有效的治疗。

如果儿童曾在生病就医时用过抗生
素，肠道菌群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而更容
易对外界过敏，在日常饮食中适量补充一
些益生菌，则有助于改善易过敏体质。

儿童过敏难防
注意及时就医

小贴士

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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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家越来越注
重健康及养生。近些年来，市面上各种各样的
益生菌产品层出不穷，各种眼花缭乱的广告推
介让不少人相信益生菌产品对人体有百益而无
一害，可以“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然而事实真
是这样？

顾名思义，益生菌是一类“有益的、健康的
细菌”，定植于肠道、生殖系统内，可以一定程度
地改善宿主微生态平衡，发挥有益作用。相关
研究表明，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微生态、改善消
化功能。近年的一些研究提示益生菌对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结直肠癌、儿童发育也有一
定积极作用，但尚且停留在研究阶段。益生菌
的健康效应，有三个前提：选择的菌种是益生菌
目录之内的“在编菌”；它们是活菌，且在肠道内
能够存活、定植；数量要满足一定要求。

在我国益生菌制剂作为药品用于临床，辅
助治疗儿童腹泻、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便秘、
炎症性肠病、抗生素相关性肠炎等疾病。这一
类药物益生菌含量较高，通过特殊工艺能抵御
胃酸定植于肠道，从而起到治疗作用，并且经过
了严格的药物临床试验，可以放心服用。市面
上的大多数乳酸菌饮料，益生菌数量相对较低，
难以保证经过胃内不被胃酸消灭，能顺利到达
肠道的活菌数量微乎其微，保健作用有限，而且
这一类饮料通常含有较高糖分，过多摄取反而
不利于身体健康。酸奶中确实含有较多的活
菌，但主要是产生乳酸和香味物质的菌，那些益
生菌目录之内的“在编菌”同样存在数量低、难
以在肠道存活的问题。

益生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目前还处于不
断研究探索阶段，仍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理
论上讲，经过批准的益生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是安全的，如果喜欢它的口味，偶尔喝一喝也无
伤大雅，但是长期过度补充益生菌尤其是免疫
屏障功能紊乱的人群，是否带来严重后果尚未
可知。每个人的肠道菌群组成不同，菌群的数
量也不一样，适宜的益生菌菌株可能也不一样，
所以并不是所有益生菌产品都适合所有人。

益生菌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益处，但不等于
益生菌产品能“包治百病”，它所宣称的大部分
保健功效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能过分迷
信。很多时候益生菌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如果
真的生病了，还是需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
下合理使用。值得注意的是，益生菌制剂与食
物同服，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冲胃酸对益生菌的
灭活而起到保护作用；如益生菌和抗生素联合
使用，两者之间应间隔2~3小时服用，以尽可能
保护益生菌的效果。

（据新华网消息）

益生菌不能
“包治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