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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过敏的“元凶”是“树”不是“花”

人间四月天
也是“过敏最强月”

这两天随着气温升高，走在路上，时不时可见丝丝白色飞絮四处飘散。对“过敏星人”来
说，四月有点“伤不起”，先是杨树、柳树等植物种子成熟炸裂后造成漫天飞舞的毛絮，接着就
是梧桐“毛毛雨”，加上不断上升的紫外线强度，每年的四月号称“最强过敏月”。春天提到

“过敏”，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花粉过敏，但你知道吗？花粉过敏的真正元凶不只是
“花”，更多的是来源于“树”。

让你“花粉过敏”的
是鲜花旁的大树和杂草

#春季花粉过敏主要是树
木花粉#话题最近登上热搜。
很多人对“花粉”一词有误解，
认为花粉只属于开得鲜艳的
花朵。但专家指出，其实，在
临床上导致花粉过敏的过敏
原主要来自于树木或杂草的
花粉。这类花，被叫作“风媒
花”。

比如我们常见的杨柳，就
是北方常见的风媒植物，在初
春，杨树和柳树的雄株，都长
出毛毛虫一样的花序，虽是个
小小的“花束”，但其产生的花
粉数量却极为庞大，其花粉干
燥而轻盈，便于被风吹到相当
的高度、相当远的地方去，使
空气里的花粉无以计数。风
媒花粉是主要过敏源，容易引
起过敏的花粉，包括春季树木
花粉、夏季木草花粉和秋季杂
草花粉。每年3月到5月、8月
到9月，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

相反，令人赏心悦目的
桃、杏、李、梅、樱等颜色鲜艳
的花朵，基本上不会引起人的
花粉过敏反应，因为它们是

“虫媒花”。这些漂亮的花，凭
借鲜艳的花瓣和芬芳的香味，
吸引蜜蜂、蝴蝶等昆虫为其授
粉，花粉粘性大，花粉量少，不
易四处播散，通常不会引起
过敏。

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咽
喉科主任、过敏诊疗中心主
任、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
会候任主任委员程雷教授告
诉记者，早春时节，像柳杉、杉
木等杉科植物在江苏、浙江等
地区广泛分布，就是江南地区
常见的致敏花粉，而各地大量
种植的行道树法国梧桐是晚
春时节主要的花粉致敏原。

“对于疾病诱因的认知、
预防和控制是应对疾病的关
键”，程雷教授表示，过敏性疾
病诱因复杂多样，且具有较强
的季节性与区域性特点。“在
南方，尘螨是最主要的过敏
原。以过敏性鼻炎为例，半数
以上的患者过敏原检查显示
尘螨阳性。”程雷教授介绍，近
年来随着城市人群生活条件
的改善，适宜螨虫的生长环境
如布艺家居、毛绒玩具、宠物
毛发等与人体的接触越来越
多，过敏几率也随之上升。“以
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份
为例，尘螨阳性率高达60%—
80%”。

喷嚏打个不停
到底是鼻炎还是感冒

比日历牌更精准的“入
春提醒”是王先生的鼻子，几
乎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王先
生的鼻子就一天比一天敏感
了。“最开始以为是早晚温差
大冻感冒了，还吃过感冒药，
结果停了药又反复，后来去
检查医生才告诉我这是过敏
性鼻炎。”

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
副主任中医师赵晶晶告诉记
者，部分患者每到天气寒冷
的时候就会出现鼻痒、鼻塞、
喷嚏、流清涕的症状，误认为
自己是受凉感冒，实际上这
有可能是变应性鼻炎（也称
过敏性鼻炎）惹的祸，这时候
我们就要区分清楚感冒和变
应性鼻炎。

“两者的区别是，感冒一
般在病程的3—5天时鼻痒、
喷嚏的症状减轻，清涕日渐
转为淡黄色或浓黄涕，且感
冒可自愈。”而变应性鼻炎则
不同，赵晶晶说，在发病初
期，患者很可能认为自己受
凉感冒，自行服用感冒药有
一定效果是因为感冒药的复
方成分中含有抗过敏成分，
停止用药后症状立即复发，
病程持续一月甚则更久仍不
见痊愈。

变应性鼻炎除了与遗传
相关外，还与自身的身体状
况以及外界环境相关，随着
环境气候的变化以及地域的
不同，或者人的免疫功能的
不同，每个人的发病年龄、症
状及过敏原都会存在不同。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
沙莉告诉记者，进入春季以
后每天门诊有接近三分之一
的小患儿都是因为过敏。

“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
注意，变应性鼻炎在儿童这
个群体中的患病率日渐上
升，其诱发因素主要包括遗
传因素和外界环境因素。”赵
晶晶介绍，儿童变应性鼻炎
反复发作不仅影响患儿的生
活质量，而且对于腺样体肥
大的患儿也是不良因素，需
要得到家长们的重视。

吃野菜、晒太阳
都会诱发过敏性荨麻疹

与王先生不同的是，市民
徐女士的鼻子倒没那么敏感，
不过她同样有些“畏惧”春天。

“一到春天，出去玩一会儿，脸
上、胳膊上全起了红疹子，也
不敢挠，怕抓破了。”

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
副主任医师于晓云告诉记者，
像徐女士这样就是典型的春
季皮肤过敏症状，到了春季一
天能接诊不少类似的病人。

“通常在面部、颈部，或者是衣
服脱得多了在前臂这些暴露
部位出现片状红斑，还会经常
干燥脱皮，时常出现瘙痒，皮
肤表面有灼热感。”而严重的
病人还会出现丘疹、丘疱疹。

“春天的易感物质比较多，比
如花粉、柳絮，比如食用一些
野菜，对于一些易感人群来说
发生荨麻疹的几率比平时也
要高一些。”

日益强烈的阳光也不容
小觑。于晓云表示，从冬天
转入春天，人们的衣物减少，
紫外线却要强烈许多。人们
在外出踏青晒太阳时曝光的
机会也多很多，“大家可能缺
少保护意识，觉得多晒晒太
阳还暖和，但到了春天一下
子就没反应过来要防护，容
易出现日光性的皮肤病。最
常见的就是多形性的日光
疹，也是在患者的暴露部位
会出现疹子。”

如何区分
过敏症状和新冠症状？

有花粉过敏症的人往往
都会有鼻子干、打喷嚏、流鼻
涕等症状。很多人发现，花粉
过敏与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产
生的症状有部分相似。那么
在没有做核酸检测前，如何区
分这些症状是花粉过敏还是
感染新冠病毒呢？

专家介绍称，春季过敏
尤其是过敏性鼻炎与感染新
冠病毒之后的症状有一定相
似之处，尤其是鼻部的症状，
像鼻子干、打喷嚏、流鼻涕、
嗓子干、咳嗽，还有眼睛干涩
等症状，两者发病时都会
出现。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
专家门诊部主任姜燕平称，但
有一点不同的是，过敏性鼻炎
很少会发热，尤其是38.5℃以
上，有的时候最多37℃，属于
低热，不过一般不发热。再一
个就是感染新冠病毒，要区别
就要查个血常规、肺部的CT
胸片，因为像新冠患者的肺部
是会有改变的。

专家解释，一般的过敏性

鼻炎血象不高，没有炎症反
应，但感染新冠病毒出现症状
后，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等指
标会出现异常，要正确区分这
两者还应该进行核酸和抗原
检测。

花粉过敏
应如何预防治疗？

长期医学观察和研究认
为，花粉过敏不是小事，如果
不及时治疗或者拖延不治，很
容易恶化为慢性哮喘、鼻咽
炎、肺炎、结膜炎、肺炎等呼吸
系统疾病。如果出现重度过
敏症状需及时就医。

姜燕平表示，过敏严重的
人首先要找到自己的致敏过
敏源，检测到过敏源的花粉过
敏患者，可以采用对症治疗的
抗阻碍滴眼液、鼻喷剂，严重
者可口服抗阻碍药，整个季节
用糖皮质激素鼻喷剂，如果以
上做法都不能控制症状，针对
部分花粉还可以做特异性脱
敏治疗，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
皮下注射制剂。

在日常预防上，除了远离
致敏原，过敏人群可以在日常
饮食中增加果蔬摄入，补充维
生素、提高免疫力。此外，要
加强科学锻炼、合理作息，健
康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效降低
过敏的发病率。

谈激素色变？
“网红鼻喷”灵不灵？

对于过敏体质人群来说，
抗过敏药即抗组胺类药可以
说是家中的常备药，一旦过敏
症状“风起云涌”，口服便能带
来不错的效果。不过近年来
各种喷鼻药品也刮起一阵风，
灵不灵呢？

“这类网红喷鼻药品大多
含有鼻减充血剂。”在赵晶晶
看来，这类药物短时间使用对
缓解鼻塞和保证鼻分泌物的
引流效果不错，但如果长期使
用，鼻腔充血、肿胀反而会加
剧，导致更为严重的鼻塞，同
时会引起血压升高、心悸、失
眠焦虑、加重青光眼和甲亢病
情等副作用，因此国内医生早
已不推荐使用。

其实相对于所谓的“网
红”抗过敏药品，部分患者听
到“激素”两个字就闻之色变，
特别惧怕使用鼻用激素，但赵
晶晶表示，对于一些鼻黏膜严
重水肿甚至并发息肉样变的

患者，首选激素治疗。
于晓云也告诉记者，皮肤

科外用药中的激素成分也有
弱效、中效和强效之分。“面部
过敏反应的治疗我们一般首
选都是弱效激素。如果用得
适当，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通
常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的副作
用。后续如果急性过敏反应
控制得好，还想维持治疗效果
的话，可以用非激素的药膏去
替代。”

防止花粉过敏，最有效的
方法就是远离过敏原。“过敏
星人”在花粉高发期应尽可能
减少户外活动。如果一定要
外出，要避开中午前后花粉指
数最高的时段，全副武装，穿
长袖衣物，减少接触花粉的几
率。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在鼻
腔局部涂抹花粉阻断剂。回
家后注意清洗衣物，不要在室
外晾晒衣被。

除了基础的花粉浓度外，
气象条件对花粉的传播也有
着重要影响。当天气晴朗、风
力在3至4级之间、最高温度在
15℃至25℃之间、相对湿度
在15%至30%之间时，最利于
花粉的聚集和传播，外出需注
意防范。

■ 相关新闻

花粉过敏
打疫苗有影响吗？

4月6日下午，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中
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介绍，到了春季鲜花
盛开的时候，有花粉过敏症的
人开始有过敏性症状。新冠
疫苗主要有五种禁忌，对于花
粉过敏的人来说，不属于禁忌
的范围。

有三种情况，如果出现过
敏，就不能打疫苗：一是过去
接种过某一技术路线的疫苗，
出现症状不能接种。二是对
接种的新冠病毒疫苗当中的
某种成分过敏，后续也不能接
种。三是过去打过其他疫苗，
出现严重的过敏性反应时，也
不能接种疫苗。

需要强调的是，在接种
疫苗的时候，如果正处在花
粉过敏的急性发作期，尤其
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合并症
的时候，建议缓种新冠病毒
疫苗。

据央视、《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