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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未必是感冒 当心登革热来袭

了解采血知识 缓解孩子不适

近期气温持续攀升，媒介伊
蚊（俗称“花蚊子”）密度处于
快速上升期。随着夏季高温多雨
天气的到来，各类积水容器成为
伊蚊滋生的温床。蚊媒密度监测
数据显示，部分地区伊蚊布雷图
指数已超过安全阈值。很多人不
知道，这段时间出现发热症状不
一定是感冒，类似的发热症状背
后，可能隐藏着更危险的疾病
——登革热。

认识登革热

登革热是由登革热病毒引起
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伊蚊叮
咬传播，人与人之间不会直接传
播，与患者接触不会被传染。伊
蚊通过叮咬感染病毒的人或动物
后，病毒在蚊子体内经过8天至
10天的外潜伏期繁殖，当带病
毒的伊蚊再次叮咬健康人时，便
将病毒传播出去，形成“人－
蚊－人”的传播链。在我国，登
革热病毒的传播媒介主要是白纹
伊蚊和埃及伊蚊。

登革热的流行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特征，每年的5月至 11月

是登革热的高发季节，其中7月
至9月份达到传播高峰。

这些症状可能是登革热

感染后一般5天至9天出现
症状，最长可14天后发病。在这
段潜伏期内，患者往往没有任何
症状表现，但却可能成为潜在的
传染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感染
者的病毒血症期主要集中在发病
前1天至发病后5天内，这段时间
内患者的血液中含有大量病毒，
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风险极高。

登革热引起的发热一般为高
热，体温可快速升至 39℃以
上，甚至可达到40℃。除高热
外，患者还会出现明显的全身症
状，包括极度疲乏、食欲不振、
恶心呕吐等，常出现剧烈头痛、
眼眶痛、肌肉及骨骼关节痛（特
征性的“三痛”），发病后患者
可出现皮疹，面部、颈部、胸部
可出现特征性的潮红表现（“三
红”症状）。部分患者可能出现
不同程度的出血症状，如牙龈出
血、鼻出血、皮肤瘀点或瘀斑
等，极少数重症患者可能出现消

化道大出血、腹腔积液、胸腔积
液等严重出血症状，甚至发生登
革休克综合征，表现为四肢湿
冷、脉搏细弱、血压下降等危险
征象。

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患
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感染后更
容易发展为重症。特别是既往感
染过登革热的人，再次感染时发
生重症的风险更高。

别把登革热当感冒治

登革热一般为突发高热，体
温可达39℃；感冒通常为低烧
或中度发热，逐渐加重。

登革热有剧烈头痛，全身肌
肉、骨骼和关节疼痛；感冒一般
只有轻微头痛，或轻微全身酸
痛，还伴有鼻塞、喉咙痛。

登革热发病3至5天后可能
出现针尖样出血点或红斑，按压
不褪色；感冒一般无皮疹。

感冒一般不会引起出血，而
登革热可能出现异常出血。

就医不及时或致重症

目前登革热没有特效药，及

时就诊，早诊断、早治疗有可能
减少疾病加重的机会，避免出现
死亡。对于高热症状的处理，首
先推荐物理降温方法，包括温水
擦浴（重点擦拭颈部、腋窝、腹
股沟等大血管走行部位）、使用
冰袋冷敷（注意用毛巾包裹避免
冻伤）等，当持续高热不退时，
可考虑使用药物降温，首选药物
是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需
要注意的是，不要使用布洛芬和
阿司匹林等非类固醇抗炎药，否
则会增加出血风险。

防蚊灭蚊是关键

1. 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蚊
虫叮咬。家中安装纱门、纱窗，
使用蚊帐。外出活动时尽量穿浅
色长袖上衣和长裤；避免在伊蚊
出没的高峰时段（上午8时至10
时，下午4时至晚上7时）长时
间进行户外活动，尤其是公园、
绿化带等植被茂密的阴暗区域；
可在外露皮肤及衣服上涂抹驱蚊
液，游泳或大量出汗后要及时补
涂。

2. 清除积水，消灭蚊虫滋

生场所。翻盆倒罐，及时清理积
水，包括花盆托盘、废弃轮胎、
瓶罐等；对于必须储水的容器，
可以5天至7天彻底换水一次，
加盖密封或投放灭蚊幼剂（如双
硫磷缓释剂）。建议将水生植物
改为土培，或每周彻底换水并清
洗容器内壁；住家及周围景观水
体，可放养观赏鱼或本地种类食
蚊鱼；轮胎整齐存于室内或避雨
场所，堆放室外时用防雨布严密
遮盖，户外废弃轮胎打孔，难以
清除积水的轮胎可用双硫磷灭幼
蚊。

3. 提高警惕，加强健康监
测。一旦患者出现突发高热
（39℃以上）、皮疹、肌肉关节
疼痛等登革热相关症状，应及
时到正规医院就医，近期有国
外和省外工作或旅游史也应主
动告知医生，配合开展登革热
病原学检测。确诊患者要严格
做好防蚊隔离，避免成为新的
传染源。

（柳州市鱼峰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熊玉霞）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
长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
战。其中，给孩子进行医疗检
查，尤其是抽血检查，往往让
许多家长感到心疼、焦虑和不
知所措。

为了帮助家长们更好地应
对这一问题，本文将为大家详
细解析关于抽血的知识，让大
家了解抽血的过程、注意事项
以及如何缓解孩子的不适感。

一、孩子抽血前需要空
腹吗

答：需看检验项目。小孩
看病时经常做的血常规检查是
不用空腹的。如果是需要空腹
抽血的项目，医生会提前告
知：空腹采血当天早上不要吃
东西，与采血前一天晚上的饭
也要间隔8到12小时，新生儿
也要空腹3小时哦。

二、采静脉血还是手指
末梢血

答：看检验需要的血量。
采血主要有两种方式，即静脉
血 （采手臂） 和末梢血 （扎手
指）。有一些家长觉得给孩子采
末梢血，孩子的疼痛感可能会
比较轻，实际上，手指上的神
经更为丰富和敏感。虽然静脉
血看起来抽的量比较多，而且
针扎得比较深，但是抽静脉血
要比采手指血疼痛感轻，当
然，静脉采血更考验一个人的
勇气。当检查的项目较多时，
末梢血的量无法满足化验需
求，就必须进行静脉采血。

三、孩子采血会不会贫血

答：不会。其实，新生儿
血液量大概占体重的10%，小
孩的血液量占体重的8%到10%

左右。比如一个 20 公斤的孩
子，体内就有大约1500毫升的
血液。给孩子抽静脉血检查，
一般抽1毫升至5毫升，这对孩
子的健康没什么大影响。抽完
血后，可以提醒孩子多喝水、
多休息。

四、如何让孩子更顺利
地采血

答：在采血的地方，经常
能听到小孩大声哭闹，好多时
候是因为他们被吓到了。看到
孩子生病，家长们都会感到紧
张，这种情绪也会影响到孩
子。有些父母自己对采血也有
些害怕，孩子采血时，他们会

“感同身受”，不自觉地说“好
吓人啊，哎呀，疼死了，看着
都疼”等等，或者一直安慰孩
子，这些做法都会让孩子更害
怕。其实，父母保持冷静，说
话不多，更能让孩子稳定下
来。可以轻轻告诉孩子，采血
的时候会有一点疼，但不用害
怕。配合医生做好心理疏导，
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硬捂
住孩子的眼睛或者让他们扭头
别看也不好，这样只会让他们
更害怕，更不配合。提前告诉孩
子采血的过程，大概给他们介绍
一下，让他们当一次“小医生”，
这样他们在采血的时候对流程

更熟悉，内心的恐惧感就会少一
点。还可以通过鼓励或者奖励
的方式来提高孩子的积极性。
用心和孩子沟通，他们的表现可
能会让你惊喜。

五、家长怎样配合采血

答：首先，家长正坐在椅
子上，将小朋友放在家长的一
侧大腿上，用双大腿夹住孩子
双腿的膝关节部位。接着，家
长将小朋友不抽血侧的手臂用
腋窝夹住置于身后，然后用一
只手压住小朋友的肩膀，使肘
关节处于伸直并下垂的位置，
另一手紧握患儿前臂，四指在
上，拇指在下。最后，家长两
只手可以往肘部稍用力挤压，
阻断要采血的静脉下段，使静
脉充盈。

六、采血后怎么按压

答：我们推荐用3根手指，
以针眼为准往上按压3到5分钟
压迫止血，因为我们血管和表
皮的针眼不在一个位置上。注
意不能揉，穿的衣服袖子不能
过紧，以促使血液很好地回
流。一旦出现了淤血，24小时
之后采取热敷的方法，可以促
进已经渗出的血液尽快吸收。
若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淤青也不
用过于担心，经过一周左右淤
青就会被吸收了。

七、采血后多久出结果

答：不同的检验项目化验
时间不同，具体时间以咨询抽
血护士或检验科医生为准。

八、采血后需要多吃肉
蛋奶补充营养吗

答：抽血之后一般是不用
刻意补充营养的，但是如果家
长还是担心会贫血，可以给孩
子多吃一些含铁的食物。

多吃含蛋白质丰富的食
物。可以根据孩子自身体质，
适当食用一些动物内脏、瘦
肉、鸡蛋、鱼虾等蛋白质含量
丰富的食物。这类食物可以有
效促进铁质的吸收，对治疗缺
铁性贫血能起到很明显的效果。

多吃含铁丰富的食物。比
如动物血、动物内脏、芝麻、
海带、黑木耳、发菜、香菇、
黄豆、芹菜等。

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
物。缺铁性贫血患者应该常吃
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的蔬菜水
果，如西红柿、小白菜、胡萝
卜、橙子、草莓等。维生素C
可以使食物中不易吸收的铁元
素转化为好吸收的二价铁，帮
助肠道完成对铁元素的吸收。

（柳州市柳南区柳石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蓝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