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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偏方治咳发展成肺炎

刘女士56岁，退休在家每
天没事的时候就发发微信，看
看朋友圈。她每天都能在“朋
友圈”里看到上百条各类信息，
在这些信息中，有不少是关于
健康和养生的。一向觉得看病
麻烦的她，从此爱上了这些
信息。

有些咳嗽的她看到朋友圈
里说把橙子切开，撒上盐，在锅
里蒸熟了吃可以治疗咳嗽。刘
女士便按照这个偏方吃了一
周，咳嗽不但没好还越来越重，
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已
经成了肺炎，需要住院治疗。

呼吸内科专家胡轶介绍，
咳嗽有很多种原因，病毒感染、
细菌感染、过敏、异物吸入等等
都会引起咳嗽，但不管是哪种
咳嗽，只能把盐蒸橙子看作是
一个偏方，具体有没有道理很
难说，也并不值得推广，因为摄
入盐分过多本身容易导致咳
嗽，还容易加重心脑血管方面
疾病。

不过食疗文化在我国传统
医学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现代医学看来，温热流质、甜
的食物可以有效缓解咳嗽症
状，而盐蒸橙子、冰糖雪梨、金
桔酱、梨膏这些确实是占了这
两方面优势。

这么看起来，偏方食疗似
乎很可靠？然而事实却并非如
此。这些食物确实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咳嗽症状，但其中的
安全风险绝不容忽视。

根据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正常饮食的孩子，每日摄入的
钠元素都有可能超标了。若额
外来个盐蒸橙子，增加未来高
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不
划算。梨膏、冰糖雪梨中过量
的糖分，常吃还会养成孩子嗜
甜的口味，给孩子增加不必要
的健康风险，对于本身就存在
肥胖或肥胖风险高的孩子，风
险就更大了。有些市售的梨
膏、金桔酱可能会违规添加一
些不明确的成分，从健康角度
也是不推荐的。

此外，咳嗽也分寒热。医
生解释说，橙子理气、化痰、润
肺，性味偏凉，对肺燥引起的热
咳有一定的效果。不过，这个
偏方只能起到辅助止咳的作
用，如果合并有感染，还是要及
时吃药打针消炎。医生提醒，
不管是蒸橙子还是烤橙子，都
没有必要加盐。盐本身并没有
平喘止咳的作用，摄入的盐分

过多反而容易引起支气管痉挛
导致咳嗽加剧。

如何判断自己是风寒咳嗽
还是风热咳嗽？医生说，如果
有脓痰，咽喉肿痛，口干口苦，
多半是风热咳嗽；如果咳嗽是
感冒引起，喉咙总是感觉痒痒
的，痰是白色的，多半是风寒
咳嗽。

偏方食疗真的可靠？

咳嗽到底怎么好的？
也许有人会疑惑，孩子吃

过之后咳嗽确实好了呀，它的
“疗效”还是很明显的，似乎偶
尔试试也无妨。但是，咳嗽真
是它们“治好”的吗？

咳嗽不是病，是一种症状，
并不需要治疗。比如感冒、气
管炎、肺炎，都可能会引起咳
嗽，但这些病都不是由咳嗽引
起的，更不会咳出肺炎来。

咳嗽虽然让人不舒服，但
它有助于清除痰液、灰尘和病
原体等，实际上是身体在保护
肺部。一旦发生咳嗽，应该找
到引起咳嗽的病因对症下药，
而不是单纯治疗咳嗽，也就是

“止咳”。
有时我们觉得用了某些药

物、民间偏方有效，可能只是赶
上了病症自愈的节点，纯属巧
合而已。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普
通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不吃
药可以自愈。在不加干预的情
况下，病程一般会在6至7天后
进入恢复期，由它引起的咳嗽、
流涕等症状也会有明显的
缓解。

这时候不管你吃盐蒸橙
子、冰糖雪梨还是其他，都不影
响疾病恢复，于是就会造成一
种“我吃了盐蒸橙子所以咳嗽
好了”的假象。事实上这是身
体的免疫系统战胜了病毒，功
劳真不该归于“食疗”。

这就好像很多女生在来月
经的时候，会觉得喝完红糖水
会舒服许多，实际上是热水起
了作用，而不是真的可以止痛。
况且，如果盲目以为偏方能止
咳，却因此掩盖了真正的病因，
才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健康
隐患。

咳嗽不适这样可缓解

不用止咳，就意味着孩子
咳嗽的时候，家长只能干着
急吗？

这里要强调，不要盲目止

咳，并不代表孩子咳嗽的时候
就不可以干预。合适的做法是
在不增加副作用的前提下，采
取一些能帮助孩子缓解咳嗽不
适的措施。

食用蜂蜜或喝蜂蜜水
相比上述食疗偏方，不论

从有效性、安全性，还是方便性
的角度来讲，都更推荐蜂蜜。

它有缓解咳嗽、稀释痰液
和鼻涕、缓解咽痛的作用，可以
说是感冒咳嗽食疗界的一大

“扛把子”，尤其对于缓解夜间
咳嗽有显著效果。1岁以上的
孩子可以食用纯蜂蜜每次约
0.5至1汤匙（约2.5至5mL），每
日2至3次。可在咳嗽多的时
间，比如睡前直接吃，也可冲水
稀释后在白天多喝几次。有时
侯喝了蜂蜜会觉得虽然咳嗽好
了，但痰增多了，是因为蜂蜜可
以促进呼吸道黏膜分泌，稀释
了痰液，事实上也是有助于缓
解咳嗽的。

饮用温热的或甜的液体
适当喝一些温开水、母乳、

果汁等补充液体，能舒缓咽喉、
气管不适引起的咳嗽。

当然，这里的“液体”要适
量，不能当水当奶喝饱，成分也
要符合孩子年龄和对应的辅食
情况：对于6个月以上、1岁以下
的不能喝蜂蜜的婴儿，温开水、
母乳、50%苹果汁、玉米浆都是
不错的选择；对于6岁以上的儿
童，除上述液体外，适量的硬
糖、棒棒糖也是个选择。

鼻用生理盐水或海盐水
鼻涕倒流，是感冒咳嗽和

慢性咳嗽的常见原因之一。而
且咳嗽感受器存在于鼻腔内，
当受到病原体、分泌物刺激时，
也会诱发咳嗽。

用生理性海水滴鼻、喷鼻、
雾化、灌洗鼻腔，可以去除鼻部
的分泌物、灰尘、病原体等，有
助于缓解咳嗽、鼻塞、流涕。

调整环境湿度和温度
空气污染、太干或者太冷，

都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加重咳
嗽症状，通过空气净化器、空
调、加湿器等调节室温到20℃
至26℃，湿度40%至60%，可以
令孩子更舒适，也有助于缓解
症状。

所以说，如果孩子咳嗽了，
家长不必一味焦虑，毕竟咳嗽
是在保护身体。只要孩子精神
状态好，呼吸平稳，没有其他不
适症状，且咳嗽、流涕不是很严
重，护理和保持观察即可。超
过一周没明显好转的，建议就
医评估原因。 据人民网

■ 相关新闻

冬季要重视哮喘预防

5岁的小刚因为半夜突然
剧烈咳嗽被爸爸妈妈送到了
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后被确诊
为哮喘。原本以为小刚只是
感冒的爸爸妈妈非常疑惑：小
刚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得了
哮喘呢？

《柳叶刀》发布的中国成
人肺部健康研究显示，我国患
者人数达4570万。尤其是冬
季到了，寒冷的气候更容易诱
发哮喘发作。

名词解释

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
症性疾病，其典型症状是反复
发作、带有喘息的呼吸困难，
儿童发病率偏高。

哮喘（尤其是儿童时期发
作的哮喘）大多和过敏有关，
常见过敏源包括室内尘土、螨
虫、宠物皮毛、皮屑、花粉等。
此外，哮喘一定程度上还与感
染、肥胖、胃食管反流、吸烟、
空气污染等因素相关。吸烟
家庭里的儿童，发病率可能
更高。

解疑答惑

问 ：哮 喘 跟 遗 传 关 系
大吗？

答：如果父母一方患有哮
喘，孩子患哮喘几率较其他儿
童高2至5倍，如果父母双方都
有哮喘，孩子发病几率会更
高，达到50%左右。

问：哮喘患者需要筛查过
敏源吗？

答：建议所有哮喘患者都
筛查过敏源。例如当孩子与
宠物接触时出现了打喷嚏、流
鼻涕、大喘气的情况，或者存
在季节性相关症状，就应该及
时前往正规医院检查，筛查过
敏源。

问：小朋友得了哮喘会复
发吗？

答：通常情况下5至6岁的
儿童容易得哮喘，到青春期
（12至15岁）时，可能会好转，
多数不会再发作。但有的孩
子青春期还在持续发作，或成
年后再次出现哮喘，这样的患
者可能会终身哮喘。成年后
哮喘初发的患者，一般也会伴

随终生。
问：哮喘患者是否一直要

随身带药？
答：是的。哮喘有突然发

作的可能性。比如突然接触
到某种过敏源、剧烈运动、情
绪变化或者大笑都可能引发
哮喘。即使是控制得很好的
哮喘，也可能在一些特殊情况
下发作。所以建议哮喘患者
随身带药。

哮喘是反复发作的，发作
间期仍然存在气道炎症，这种
炎症目前无法完全去除，只能
用吸入激素控制住。

吸入激素常用的是布地
奈德、布地奈德福莫特罗、沙
美特罗和氟替卡松等。此外，
长效支气管扩张剂也应常备。
同时，还建议患者随身携带短
效支气管扩张剂，如沙丁
胺醇。

问：哮喘有哪些症状？
答：如果孩子咳嗽反复发

作（尤其在夜间），且出现夜间
憋醒、呼吸困难、咳嗽有啸鸣
音、出现喘息声等症状，就可
能是哮喘，家长要及时带孩子
前往医院就诊。夜间、晨起（4
点至6点）是发病率较高的时
间段。严重的哮喘可能导致
患者呼吸衰竭，也可能导致气
胸。非常严重的哮喘可能导
致患者死亡。

如果孩子已经确诊哮喘，
突然发作时建议吸入沙丁胺
醇，如果短期内可以缓解，可
以暂不就医，病情缓解后选择
适当的时间就医；如果没有缓
解，需要马上就医。如果是初
发的哮喘，还未得到相应诊
断，建议马上就医。

问：哮喘患者是否适合戴
口罩？

答：口罩有过滤病毒、花
粉等作用，可以将一些过敏源
过滤在外，所以建议哮喘患者
佩戴口罩。

问 ：为 什 么 夜 间 哮 喘
频发？

答：简单来说，夜间平卧
时膈肌会上抬，腹部的压力传
导到胸腔，导致胸腔变小，呼
吸会相对困难；其次，夜间睡
眠时，支气管是相对收缩的，
因此哮喘更容易发作。

据《北京晚报》

咳嗽就吃冰糖雪梨、盐蒸橙子

“秒杀”止咳药？
这些偏方有点“偏”

孩子一咳嗽就反反复复，有时候一个月都好不了，爸妈急得到处求医问药，生怕咳出肺炎来。
朋友圈和某红书里众多的“止咳偏方”看得人颇为心动，尤其是盐蒸橙子和冰糖雪梨，看起来像

一道甜品，竟然能止咳？而且很多人说自己从小就吃，现在给孩子吃效果一样很好。
此外还有白萝卜水、金桔酱、秋梨膏……听说效果都很不错。尤其对不爱喝水的孩子，甜滋滋

的冰糖梨水、金桔水简直是“补水良方”。
有些人觉得就算孩子没咳嗽，也可以常吃一些来补补水、“保养”身体。那么，用它们止咳真的

有效吗，常吃对身体有好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