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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疾病康复后仍咳嗽不止 咋办？
专家：以对症治疗为主，没必要服用抗病毒药物、进行抗菌治疗

最近，不少网友反映，在
呼吸道疾病康复之后仍然咳
嗽不止。北京医院主任医师
李燕明分析了相关原因，并提
出了对反复咳嗽症状的居家
护理的建议。

李燕明指出，咳嗽是生理
反应，是气道非常重要的保护
性反应，能够把呼吸道的分泌
物排出去，也可以减少异物和
病原微生物的侵入。

李燕明表示，咳嗽分成三
大类：

第一类：是出现在三周以

内的急性咳嗽。急性的呼吸
道感染性疾病是最主要的
原因。

第二类：是亚急性咳嗽。
也就是咳嗽持续的时间在三
周到八周之内，感染以后其他
的症状都没有了，就遗留了
咳嗽。

第三类：是慢性咳嗽。持
续时间大于八周，可能由各种
原因引起，可以是呼吸系统疾
病，比如哮喘、慢阻肺疾病，也
可以是其他系统的疾病，比如
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用了某

些药物。
李燕明解释，呼吸道感染

恢复期咳嗽的持续叫做感染
后咳嗽，是亚急性咳嗽非常重
要的一个原因，指急性期发
热、咽痛、流鼻涕、打喷嚏等症
状都没有了，只遗留咳嗽的症
状。它的原因是病原微生物
对气道上皮的损伤，造成黏膜
下感觉神经的暴露，引起了气
道高反应，引发咳嗽。

因为已经处于感染的恢
复期，这时候服用抗病毒药
物、进行抗菌治疗都是没有必

要的，以对症治疗为主。
李燕明建议，恢复期咳嗽

应注意日常护理：
第一：注意天气的变化，

注意外出的时候增减衣物。
第二：冬季一般室内比较

干燥，要保持室内的湿度。
第三：外出时咳嗽患者建

议佩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对气
道的影响。

第四：在饮食方面，咳嗽
期间不建议食用很辛辣的食
物或者很油腻的食物。

据红星新闻

流感季
孕产妇如何防护？

淄博1月31日讯 入冬以
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进入高
发季，甲流、乙流、支原体肺
炎，各类流感名字不停冒出
来。孕产妇是流感高危人群，
该如何预防？不慎中招又该
如何应对?淄博市中心医院的
产科医生来支招。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主
要通过打喷嚏和咳嗽等呼吸
道传播，也可经口腔、鼻腔、眼
睛等接触感染。

同一个流感季，通常会出
现不同类型流感病毒共同流
行。因此，即使感染过甲流，
也可能会再次感染乙流。

普通感冒有打喷嚏、鼻
塞、流鼻涕、咳嗽等症状，一般
全身反应较轻，不发热或仅有
低热，3至5天可自愈。流感症
状为高热（短时间内体温快速
上升）、疼痛（头疼、肌肉酸痛、
关节疼痛）、疲劳乏力，全身症
状更明显，严重时引起肺炎。

预防流感要均衡营养、多
饮水、充足睡眠、适当保暖、避
免着凉、增强体质和免疫力；
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和通
风；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
活动，戴口罩，避免接触呼吸
道感染患者。接种疫苗可明
显降低流感发生率，即使感染
了，也可以减轻症状。

有的孕妈妈担心孕期用
药会影响腹中小宝贝的健康，
感染流感后，坚持不用药，殊
不知孕期高热可能会影响宝
宝健康，而剧烈咳嗽更会增加
流产、早产等风险。因此，流
感季节孕妈妈出现流感样症
状，建议尽早开始抗流感病毒
治疗。

首选药物奥司他韦，
75mg，每日2次，口服，疗程为
5天，其对甲流、乙流均有效。
若体温超过38.5℃，可以用对
乙酰氨基酚片退热。咳嗽咳
痰严重者应用止咳祛痰药物：
氨溴索、乙酰半胱氨酸等。当
出现体温连续3天以上超过
39℃；剧烈咳嗽，咳血，胸痛；
呼吸困难；严重呕吐、腹泻；宝
宝胎动减少或消失、腹痛和阴
道流血，需尽快到医院检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翟咏雪 通讯员
张芳

痰，肺部健康的晴雨表
痰，作为人体的重要排泄

物，通常被视为疾病的症状。
淄博市市级机关医院主任医师
王海林表示，痰的变化可以提
供重要的线索。在中医理论
中，痰更是被视为肺的晴雨表。

当气管、支气管和肺受到
有害因素的刺激或致病菌感染
而发生炎症时，呼吸道的粘膜
充血、水肿，大量炎性细胞浸
润，血管扩张，渗出增加，粘膜
层的杯状细胞和粘膜下层的腺
体增生肥大，粘液分泌大量增
多，有利于清除异物。粘液分
泌过多，就加重了纤毛柱状上

皮的负担，不利于粘液的排出，
在细菌及其毒素的作用下，产
生一些变性坏死组织细胞潴留
在支气管内，粘液和这些变性
坏死的组织细胞就构成了痰。

痰的类型包括黏液性痰，
多见于急性支气管炎、支气管
哮喘及大叶性肺炎的初期，也
可见于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
等；浆液性痰，见于肺水肿；脓
性痰，见于化脓性细菌性下呼
吸道感染；血性痰，由于呼吸道
黏膜受侵害、损害毛细血管或
血液渗入肺泡所致。

急性呼吸道炎症时痰量较

少，痰量增多常见于支气管扩
张、肺脓肿和支气管胸膜瘘。
恶臭痰提示厌氧菌感染；铁锈
色痰为典型肺炎球菌肺炎的特
征；黄绿色或翠绿色痰，提示铜
绿假单胞菌感染；痰白黏稠且
牵拉成丝难以咳出，提示有真
菌感染；大量稀薄浆液性痰中
含粉皮样物，提示棘球坳病。

化痰药是指能够稀释痰
液，促进痰液排出的药物。化
痰药主要包括痰液溶解剂、黏
液调节剂、黏液促排剂、含有分
解肽酶的药物、碱性药物等。
祛痰化痰药按其作用机制可分

为黏痰溶解药及恶心性祛痰药
两类。黏痰溶解药常见药物有
溴己新、氨溴索、乙酰半胱氨酸
等，通过各种分解方式将痰降
解或降低其黏着性来达到祛痰
的效果。恶心性祛痰药常见药
物有氯化铵和愈创甘油醚，口
服后可通过局部刺激胃黏膜，
使胃黏膜反射性地增加呼吸道
分泌稀释痰液而达到祛痰的目
的，通常用于慢性支气管炎、支
气管扩张等疾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翟咏雪

春运旅途中
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

春运期间，人员流动和聚
集性活动增多，可能增加呼吸
道疾病传播风险。那么，旅途
中该如何做好个人防护，预防
呼吸道疾病呢?

积极接种疫苗。接种疫
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
济、最便利的一项措施。当前
正值流感的高发季节，之前没
有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现在
接种流感疫苗仍然是有效的。

出发前，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建议已有发热、咳嗽等呼
吸道疾病症状的人群，尽量暂

缓出行。做好出行物品准备，
根据出行距离、天气情况以及
选择的交通方式，提前准备好
必要的生活物资、个人防护用
品和所乘交通工具允许携带
的消毒用品。保持健康生活
方式，做到规律作息、合理膳
食、适当锻炼等，增强自身免
疫力。

旅途中，科学佩戴口罩。
在候机、候车的客运场站等环
境密闭、人员密集场所，以及
乘坐飞机、长途车时建议正确
佩戴口罩；有心肺功能障碍的

患者应提前咨询医生，根据医
生的指导意见选择是否佩戴
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在进站
出站、候机候车换乘等期间，
尽量远离人群，不要在人多拥
挤的场所久留。途中就餐时，
提倡和邻座错时就餐。

注意手卫生。饭前便后，
接触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
设施后，要及时洗手，或者用
手消毒剂或消毒湿巾擦拭双
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接触
口、眼、鼻等部位。

遵守咳嗽礼仪。
咳嗽、打喷嚏时，用
纸巾或者肘部遮挡，
并将用过的纸巾及时
丢入垃圾桶，并及时洗
手或对双手进行消毒。

注意气温变化。旅途中，
根据气温及所在环境温度变
化及时增减衣物，防止受凉
感冒。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翟咏雪

孩子放寒假了 意外伤害得注意
寒假来临，交通事故、一

氧化碳中毒、烧伤烫伤等各类
安全事故易发。为了让孩子
度过一个健康、愉快、安全的
寒假，家长和孩子要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注意预防寒假期间
伤害事故发生。

遵守交通通规则。行走
及过马路时要防止衣帽遮挡
视线，确保看清路况后再通
行，穿着颜色鲜艳及带有反光
效果的衣物，尤其是雨雪天
气，要确保能够被其他交通参

与者看见；春运期间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出行，注意人多时不
要挤，有序上下车。

防一氧化碳中毒。安全
取暖，合理通风；用煤炭取暖
时，火炉应安装烟囱；燃气热
水器要用强排式，不能安装在
浴室等密闭空间内；定期检查
燃气管道及开关，发现老化或
破损，要及时请专人维修；不
要在车门车窗紧闭、开着空调
的汽车内睡觉，尤其是当车停
在车库等相对封闭的环境时。

防烧烫伤。端送热的食
物时避免冲撞；不要单独在厨
房和卫生间活动；发生烧烫伤
时，应迅速脱离致伤源，正确
实施“冲、脱、泡、盖、送”急救
五步骤。

防冰上溺水。孩子应在
家长的陪同和看护下，去正
规、安全的滑冰场所玩耍；不
到河塘、水库等危险水域的冰
面上行走、玩耍、滑冰等；即使
水面结冰，也不要在水井、河
边等水域附近玩耍；看到小伙

伴掉进冰窟窿时，应呼喊大人
施救或报警，自己不要盲目
施救。

防运动伤害。运动前做
好热身活动；使用合适的运动
防护设备；不在马路边、停车
场、水体附近玩耍、运动，在运
动前检查运动场地，确保场地
安全；运动过程中遵守规则，
不做危险动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翟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