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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林媛 通讯员 栾秀玲
近期，一些患儿感染了支原体肺炎，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气管支气管炎或肺炎。“这次

支原体肺炎发病率高、重症多，家长若发现孩子成串剧咳，伴有高热不退、精神差等症状一
定要引起重视。”烟台山医院儿科主任李海燕说。

10月 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
年的主题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共同守
护美好未来”。专家表示，儿童、青少年
心理问题不容忽视，家庭、学校、社会需
共同关注，形成合力，呵护少年儿童心理
健康。

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主
任医师张婕介绍，抑郁是青少年最为多
见的一种心理健康问题，会对青少年的
认知、社交、学业等多方面发展产生消
极影响。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
布的《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
查报告》显示，在对我国3万多名10至
16 岁的中小学生进行的调查中，约
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
险。针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提
升大众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认知
迫在眉睫。

张婕表示，儿童、青少年阶段是孩
子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是孩子性格养
成和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情绪变化可
能是孩子心理问题的直接表现。家长
应特别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行为和情绪
状态，尽早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干预。
如孩子出现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烦躁易

怒、兴趣减退、持续控制不住担忧未发
生的事、对某件事物或场所明显回避、
失眠、食欲与进食行为异常、睡眠质量
低、对游戏成瘾等明显情绪行为异常，
或者与之前的行为表现有严重差异，就
应及时向专业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机
构求助。

张婕建议，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需
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注，携手努
力。家长应该学习一些基本的儿童心理
健康的技能和知识，增加与孩子独处的
时间，学会真诚、耐心地倾听，与孩子沟
通时不要急着打断和说教，多鼓励孩子
的良性行为，为孩子树立自信心，创造一
个愉快、轻松的家庭环境，在日常生活中
多去观察孩子、理解孩子。学校可以对
教师进行相应培训，引进专职心理咨询
师，建立心理咨询流程，对儿童、青少年
定期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建立学校和家
庭之间的关联机制。全社会应该形成合
力，推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机制的建
立，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知识，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理
健康环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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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女童被“树形”痰栓堵塞气道
专家提醒：孩子成串剧咳伴有高热不退应尽早就医

“看，这‘小树’曾严重堵塞一6岁患儿
的左肺。”烟台山医院儿科医生国震指着试
管内的痰栓说。

国震说，患儿当时因咳嗽10天、发烧6天
而就诊，被确诊为支原体肺炎。CT检查发
现，患儿左肺下叶有大片“白肺”，痰栓堵塞大
气道。他建议患儿做气管镜治疗，家长拒
绝。后来，孩子病情急转直下，家长才同意做
气管镜治疗。

在气管镜治疗中，医生从患儿的肺里

取出来一个完整的“树形”痰栓。术后第
二天，孩子发烧得到了缓解，咳嗽、通气也
明显改善，病程缩短。“如果不用气管镜治
疗，这种情况抗感染要用1个多月。气管
镜配合常规治疗，患儿明显快速好转。”国
震说。

不是所有的支原体肺炎都会引起痰
栓。据了解，如果一直高烧不退，咳嗽发热
持续，肺部影像提示病变厉害，不及时治疗
容易形成痰栓。

支原体肺炎到底是什么病？烟
台山医院儿科主任李海燕说，支原体
是一种微生物，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
毒。支原体肺炎是一种急性肺部感
染性疾病。

支原体肺炎发病率高、重症多，多
见于5岁以上孩子，表现症状为高热、
剧烈“一连串”咳嗽且比较顽固。患儿
病初全身不适、乏力、头痛，2-3天后
出现发热，体温常达39℃左右，持续
1-3周，可伴有咽痛和肌肉酸痛。

李海燕说，咳嗽是支原体肺炎
的突出症状，咳嗽时间长达1-4个
月，重症病例合并胸腔积液和肺不
张，发生气胸和坏死性肺炎等，更严
重的可出现呼吸窘迫，需要呼吸机
支持或体外膜肺支持。

支原体肺炎通过接触传播和飞
沫传播，在日常防护上，家长要减少
聚集、保持勤洗手等良好习惯。

李海燕表示，只要对症治疗，支
原体肺炎很快就能好转，“对于轻
症，家长可给孩子服用阿奇霉素、克
拉霉素、罗红霉素等药物，7-10天
可痊愈。如果病情加重，应及时到
医院治疗”。

什么样的情况必须去医院？李
海燕说：“72小时内高热持续不退，
体温39℃以上；出现感染中毒症状，
如精神不振、食欲差，呼吸困难加
重，孩子本身有基础病，比如哮喘
等，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及时到医
院就诊，明确是否是支原体肺炎感
染，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诺如病毒感染
进入高发季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苹
通讯员 王朝霞 曾颖雪）近日，烟台市
疾控中心提醒市民，诺如病毒感染进入
高发季，请做好个人防护。

诺如病毒原名诺瓦克病毒，属于杯
状病毒科，是引起急性胃肠炎常见的病
原体之一。诺如病毒具有感染剂量低、
排毒时间长、外环境抵抗力强、容易发
生变异等特点，容易在学校、托幼机构
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引起暴发。潜伏期
通常为24-48小时，最短12小时、最长
72小时。症状一般以轻症为主，最常见
的是呕吐和腹泻，也会出现恶心、腹痛、
头痛、发热、畏寒和肌肉酸痛等。儿童
和成人症状有所区别，儿童以呕吐为
主，成人以腹泻居多。婴幼儿、老人，特
别是伴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可导致脱
水等较严重的症状。

诺如病毒传播途径多样，主要通过
摄入被粪便或呕吐物污染的食物或水、
接触患者粪便或呕吐物、吸入呕吐时产
生的气溶胶、间接接触被粪便或呕吐物
污染的物品和环境等。

如何预防？注意个人卫生，尤其是
手卫生，烹饪食物前、饭前便后及时洗
手。注意饮食卫生，瓜果蔬菜要洗净后
食用，喝开水，吃熟食，尤其是牡蛎等贝
类海产品更要煮熟煮透。注意环境卫
生，家中有人呕吐时，要及时处理，处理
时戴好手套和口罩，做好自我防护。感
染诺如病毒后注意休息，不要带病上课
或工作，建议症状消失3天后可复课或
返岗。

人类能感知
氯化铵的味道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除甜、酸、咸、
苦和鲜这五种基本味道外，人类还能感
知第六种味道——氯化铵的味道，其味
觉反应机制与酸味类似。

甜、酸、咸、苦是人类长久以来已知
的基本味道。20世纪初，日本科学家池
田菊苗首次提出，鲜味是除上述四种基
本味道之外的第五种。约80年后，科学
界正式认同了他的观点。

在一项最新研究中，美国南加州大
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找到了第六种基
本味道的证据。相关论文已发表在新
一期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数十年来，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人类
舌头会对氯化铵产生强烈反应，但并不确
定相关的机制。在一些北欧国家，至少从
20世纪初开始，咸甘草就是一种很受欢
迎的糖果，其成分包括盐和氯化铵。

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能识
别酸味的蛋白质OTOP1，并假设这种
蛋白质也可能对氯化铵做出反应，因为
氯化铵影响细胞中的酸含量。

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们将OTOP1
相关的基因导入实验室培育的人类细
胞中，然后让其中一些细胞接触酸或氯
化铵。结果显示，氯化铵激活有关受体
的效果与酸相同。在小鼠身上的进一
步测试证实，带有OTOP1相关基因的
小鼠会避开氯化铵，而没有这一基因的
小鼠则看起来没有识别出氯化铵的味
道，并不介意。研究人员因此推测，品
尝并辨别氯化铵的能力可能是为了帮
助生物避开有害物质而进化来的。

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探索OTOP1
对氯化铵的反应，希望能发现更多有关
其进化意义的信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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