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4日 星期三 编辑／裴冉冉 校对／李瑾 组版／烨子
联系电话／17537913120

互动B08

后续报道

□洛健融媒首席记者 曾宇凌 通讯员
刘冰

还记得此前本刊报道的小患儿西西

（化名）吗？（详见10月23日B08版）她的

故事有续集了！

11月26日，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简称广妇儿）专家团队再度组团来洛，此

次专家团有一位新成员——该中心胸外

科主任李乐，他此行目的之一就是为仅5

个月大的西西修补食管裂孔，将“出逃”至

胸腔的胃和部分肠管进行复位。

由于先天发育异常，西西出生后查

出先天性膈疝，随后手术修补了隔疝缺

损，但近几个月频繁干呕不适。10月

17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专家团

来洛，父母带着西西来就诊，确诊西西

患食管裂孔疝，跟包绕食管的膈肌先天

发育不良有关，胃和部分肠管已经从腹

腔“出逃”至胸腔。专家团现场连线广

妇儿胸外科主任李乐，对方表示将来洛

阳亲自为西西做手术。

11月26日一早，李乐随广妇儿专家

团到达洛阳市妇幼保健院文仲院区。同

时，洛阳市妇幼保健院文仲院区儿童外

科二区于海涛团队，已经完成与麻醉科、

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学影像科团队的多

学科会诊。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西西被推进

了手术室，李乐与于海涛团队合作，先是

将西西腹腔粘连肠管小心地分开，然后

为其修补了长达3厘米的食管裂孔，将胃

和肠管进行复位，同时做了胃底折叠手

术，一是防止复发，二是预防胃食管反

流。两个多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西西

被推进监护室，随后转入普通病房。

“广妇儿专家专门来给我孩子做手

术了，我跟孩子爸别提有多高兴了，术后

孩子恢复得特别好，再过几天就能出院

了。”西西的妈妈说。

据了解，为西西完成手术后，李乐与

于海涛团队紧接着又完成了一台高难度

的小儿外科手术，为一个出生仅4天的新

生儿成功摘除了胸腔纵隔处神经母细胞

瘤，瘤体直径达5厘米！

“这是我们医院首例胸腔镜下神经

母细胞瘤切除术。”于海涛说，广妇儿专

家团定期组团来洛坐诊和手术，不仅让

洛阳患儿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国家级医疗

资源，对洛阳市妇幼保健院相关医生团

队来说，也是宝贵的学习机会，能学习到

顶尖的医疗技术，今后更好地救治患儿。

“广妇儿专家专门来
给我孩子做手术了”

缓解鼻塞、咳嗽“妙招”热传，真的有用吗

□洛健融媒记者 谷伊珂 通讯员 徐建军 李
瑜琪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介绍耳鸣的

视频，轰轰声意味肝火旺、嗡嗡声意味脾胃

虚、蝉鸣声意味要补肾，我偶尔也会出现耳

鸣，想知道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近日，45岁的

祁女士打来电话咨询。

“网上说的这些，是根据中医辨证区分

的，中医上将耳鸣分为风热侵袭型、肝火上扰

型、脾胃虚弱型等，但我们也不要‘对号入

座’，更不可自行乱服药治疗。引起耳鸣的原

因有很多，比如外伤、药物、疾病、精神状况

等。”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五官科主任张安东

说，“耳鸣患者到耳鼻喉科检查，需要做咽鼓

管功能测定、听力测试等，对耳鸣的频率和响

度进行检测。如果耳鸣伴随脑鸣，还需要到

神经内科进行评估。”

我们日常如何延长听力“保质期”呢？张

安东提醒，远离噪声环境、不要经常掏耳朵、

避免耳朵进水、保持好心情、及时治疗感冒和

鼻炎等。如果出现耳鸣，要及时就诊，耳鸣超

过6个月就变成慢性耳鸣了，治疗更加复杂。

缓解耳鸣带来的不适，张安东推荐了鸣

天鼓和按压耳屏这两种方法。

鸣天鼓 搓热手掌，将两掌心紧按两侧耳
郭，再将食指按压在中指上，然后用力使食指
滑下，叩击脑后枕骨最高处，叩击时可听到

“咚咚”如击鼓的声音，共叩击60次。
按压耳屏 用拇指或食指按住耳屏（即外

耳道口凸起处），一按一放，重复进行，每次按
摩约10分钟。

耳朵出现蝉鸣声要补肾吗

□洛健融媒记者 崔宏远 通讯员 牛然

自入冬以来，“电吹风暖背法”“玻璃杯热

湿巾法”“藿香正气液泡脚法”等缓解鼻塞、咳

嗽的“妙招”热传，这些方法真的有用吗？

热传 简易“妙招”，快速缓解症状

几天前，林画（化名）4岁的女儿咳嗽严

重，尤其是夜间。偶然间，她刷到了一个“电

吹风暖背法”的视频：热风对着孩子的背部吹

5到10分钟，咳嗽立刻缓解。

“我试了一下，孩子的咳嗽似乎好转了。”

她说，可第二天，孩子的咳嗽依旧未见改善。

她问：“这方法到底靠不靠谱？”

林女士的疑问并非个例。在视频评论

区，多名家长表示尝试过类似方法。在玻璃

杯中放几张棉柔巾并用80℃的热水浸湿，倒

掉热水后正对鼻孔，声称能治鼻塞；用藿香正

气液泡脚可以祛寒气、治感冒。

61岁的张柳（化名）也尝试过这些方法。

为缓解鼻窦炎导致的鼻塞症状，她每天坚持

用“玻璃杯热湿巾法”。几天后，她发现症状

反而加重了，心中不禁生疑。

解析 短暂安慰，有明显的局限性

“这些方法说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大

多有明显的局限性，有的甚至可能引发风

险。”河科大二附院儿科主治医师韩方方一针

见血地指出。

就“电吹风暖背法”，韩方方分析，作用仅

限于局部热感带来的短暂舒适感。咳嗽的根

本原因是病原体入侵诱发的气道炎症反应，

热风可能短期内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肌

肉紧张，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症状，但病毒感

染未除，咳嗽自然不会“一吹就好。”

此外，电吹风的热风温度不易控制。对

于皮肤娇嫩的孩子，一旦距离过近或时间过

长，可能造成低温烫伤。“风险远大于收益。”

韩方方强调。

“玻璃杯热湿巾法”正在短视频平台悄然

流行。韩方方表示，这不过是另一种热敷熏蒸

方式。蒸汽具有温热、湿润的特性，当鼻腔吸

入蒸汽时，可以扩张鼻腔黏膜血管，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减轻黏膜的充血、肿胀程度，从而

缓解鼻塞的症状。对于一些因感冒、过敏等引

起的轻度鼻塞，可能有一定效果。“如果是鼻

腔结构异常、鼻腔出血、急性鼻窦炎等导致的

鼻塞，这样做反而可能加剧症状，不宜采用。”

至于“藿香正气液泡脚”，她直言：“中成

药有特定的适应证，比如藿香正气液针对暑

湿感冒效果显著，但用于病毒性感冒并不适

合，用来泡脚更是无稽之谈。”

建议 应对冬季多发病症，重在护
理，保持理性

韩方方认为，这些“妙招”的走红并非偶

然。一方面，传播内容简洁易懂，抓住了“低

成本、高回报”的心理；另一方面，部分视频为

博眼球，故意放大效果、选择性展示成功病

例。“特别是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发热、咳嗽

时手足无措，看到简单的操作和夸张的描述，

很容易被说服。”

“实际上，一些偏方不仅

无益，甚至可能延误病情。”

韩方方建议，针对冬季多

发的感冒、鼻塞、咳嗽等病

症，应重在护理，像鼻塞可

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使用

空气加湿器提升室内湿度缓

解呼吸道不适等。家长面

对网络“妙招”时，应

保持理性，多问一句

“为什么”，也许能避

免一次误判和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