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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本报讯 春节期间，芜湖 120 急救
中心一直为市民的健康安全保驾护
航。2 月 6 日，记者了解到，从 1 月 31
日（除夕）到2月6日（初六）下午4点，
急救中心共计出车 576 次，日均 82
次，与平时数字相差不大，比去年春
节期间有所增加。

从市急救中心信息科，记者了解
到，在这段时间里，60 岁以上老人呼
救约占 50%；心脑血管疾病呼救约占
18%；呼吸系统疾病呼救约占 9%，外
伤呼救约占 24%，醉酒呼救约占 9%，
消化系统疾病呼救约占6%。

“节日期间有‘两升两降’”，信息

科的王科长告诉记者，消化系统疾病
约 是 平 时 的 两 倍 ，“ 从 3% 涨 到 了
6%”，究其原因，可能是市民改变饮食
习惯，大量聚餐、无节制地吃喝导致
了急性胃肠炎、胆囊炎、胰腺炎等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也大幅上升，与节
日空气寒凉、烧香习惯等不无关系。
同时，节日期间的外伤约比平时下降
1/3，因为禁燃烟花爆竹，也未接到任
何炸伤呼救。

记者获悉，2月4日3时23分，120
调 度 指 挥 中 心 接 到 110 电 话 ，在
G5011 高速宣城往芜湖方向，清水河
大桥路段，因为路面湿滑、视线不良等

原因，发生多车追尾事故。中心第一
时间调度了总站、一院及五院分站的3
辆救护车前往现场开展医学救援，并
在交警协助下紧急救治、转送受伤人
员。现场有超过6辆车追尾，造成7人
受伤，所幸均为轻微外伤和软组织擦
伤，所有伤员都已送往一院接受治疗，
院方统筹了专家资源，全力救治。

春节期间，醉酒呼救也很有“热
度”，中心二院分站的包胜利医生一
晚就接到了两个相关急救。2 月 5 日
晚 8 点左右，一名 40 多岁的男子在饭
店喝了近1斤白酒后，呕吐不止，其家
人拨打了急救电话。2 月 6 日凌晨 2

点，一名30多岁的女子在自家聚餐中
喝醉，出现了烦躁不安等酒精中毒的
迹象，“说是喝了自家酿造的米酒，度
数比较高，可能喝了八九两”，这两位
市民都被送往二院输液，恢复良好。

包医生强调，醉酒并非小事，有可
能引发摔伤意外和心脑血管疾病。春
节已过，市民们应尽快恢复科学饮食、
合理作息，特别是有高血压、脑卒中等
基础疾病者，饮酒必须适量。如果遇
上身边人醉酒呕吐，一定要让其呼吸
道保持通畅；若发现酒精中毒症状严
重，如失禁、神志不清等，要尽快拨打
120急救电话。 记者 程茜

本报讯 记者从芜湖市疾控
中心获悉，今年 2 月的疾病风险
提示已经出炉。农历新年伊始，
广大市民要继续提高新冠肺炎防
控意识，注意个人卫生习惯，不要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本月气温较
低，大家还要注意预防流行性感
冒、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流行性
出血热等传染性疾病及非职业性
一氧化碳中毒。

无禁忌症的适龄人群请尽快
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及加强
免疫接种。日常生活工作中，科学
佩戴口罩，勤通风，用公筷。密切
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信息动
态，近期不要前往有风险地区。如
确需前往，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准
确记录活动轨迹。

本月需要“三星”关注的疾病
还有流感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
泻。家庭和幼托机构、中小学校应
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新鲜，老幼等重
点人群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

浊的公共场所，如出现发热、咳嗽、
咽痛等流感症状时，及时就医，注
意休息。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胃肠
道疾病，所有年龄段人群均易感。
感染者发病突然，儿童患者呕吐普
遍，成人患者腹泻为多，病程为
2～3 天，预后良好。市民如确诊
为诺如病毒感染，需隔离至症状
消失后 72 小时。呕吐物须用浸
泡含氯消毒液的抹布完全覆盖后
清理，清理前须疏散人群，避免产
生气溶胶。

最后，市民在寒冷的天气使用
非强排式燃气热水器沐浴或使用
老旧煤炉生火做饭时，门窗不可紧
闭，应注意开窗通风，避免一氧化
碳中毒。驾车的市民同样要防止
一氧化碳中毒，不要在不熄火、静
止密闭的车厢内停留太久，且车窗
必须保留一定缝隙，便于新鲜空气
进入。

记者 程茜

本报讯 愉快轻松的春节假期结
束了，不少人仍感觉意犹未尽，想到开
工就无精打采、焦虑、注意力无法集
中、睡眠紊乱⋯⋯好吧，这就是“传说”
中的“节后综合征”。

一般来说，“节后综合征”是人们
在春节等长假之后出现的各种生理或
心理的表现，主要包括精神倦怠、食欲
低下、焦虑、工作效率低、不明原因的
恶心、眩晕、肠道反应、神经衰弱等。
这主要是长假期间大家的生活习惯，
特别是睡眠规律、饮食规律等被打破，
带来的种种的不适。

记者从芜湖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绝大多数人的“节后综合征”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自动缓解、消失，但仍建议
市民通过积极的自我调整来最大限度
减少发生概率，并降低其带来的种种
负面影响。

首先是尽早收心，终止休假状态，
恢复上班节奏和原有的生物钟。可以
着手制定年后的工作计划，短期长期
均可，或把精力放到当前需要处理的

具体事务上，保持专注。同时早睡早
起，作息规律，晚上 11 点之前要上床
睡觉，中午可适当午休，但不要超过一
小时，整体做到起居有序，保证足够的
睡眠时间。

适度的运动有助于缓解疲劳感和
紧张情绪。工作间隙，可以伸伸懒腰、
做做蹲起动作。慢跑或快慢交替散
步，也是很好的初春运动方式。天好
可以骑行上下班，这是典型的有氧运
动，能增强心肺功能，还能使身材匀
称。

调整膳食，减负纠偏。节日期间
难免会跟朋友聚会，进食过多的脂肪
和蛋白质，肠胃一时承受不了“重压”
就会出现便秘或腹泻等胃肠道不适。
节后饮食应及时恢复清淡，减肉增菜，
食用谷类粗粮和绿色蔬菜，以素、清淡
为主，少油、少糖、少盐。注意多吃果
蔬，可减少胃酸分泌，使胃肠得以休
息。绿叶蔬菜粥、小米粥、杂粮粥、面
疙瘩汤等，都具有良好的清火作用，帮
助胃肠道休息调整。 记者 程茜

凌晨多车桥面追尾 自酿米酒喝成“中毒”

除夕至初六 市120日均出车82次

预防流感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芜湖二月疾病风险提示出炉
“节后综合征”找上门？

有办法：减肉增菜、收心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