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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北京、河北等地遭遇

持续高温天气。国家疾控

局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儿童

中暑非小事，家长们要了解

预防儿童中暑、识别中暑症

状以及怎样照顾中暑孩子

的知识。

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

师王荃表示，儿童、孕产

妇、老年人、慢性基础性疾

病患者以及户外作业人员

等人群，更容易发生中暑，

需格外加强自身健康防

护。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和

成人有所不同，他们新陈代

谢快、汗腺发育尚不成熟、

体温调节中枢还在发育中，

因此更容易中暑。

如何预防儿童中暑？

根据健康提示，要关注六大

方面，包括合理安排户外活

动时间和地点，高温、高湿天

气时，应在凉爽室内活动；穿

着轻薄、宽松、浅色、透气的

衣服，及时更换被汗浸湿的

衣物；保证孩子喝足够的水，

以水或电解质饮料为适宜饮

品；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保证孩子有充足的休息时

间；目前医学上没有公认的

药物可预防中暑，家长们不

要给孩子服用“防暑药”。

专家介绍，中暑分为

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

中暑等阶段。在高温、高湿

环境暴露后，孩子们一旦出

现疲乏无力、头晕头痛、口

渴多汗、恶心呕吐、面色苍

白、心率增快、脱水等症状

时，提示可能要发生中暑。

怎 样 照 顾 中 暑 的 孩

子？健康提示明确，如果发

现儿童有中暑症状，应采取

“一搬、二降、三补、四转”

的原则进行处置：

搬运即迅速让孩子脱

离高温、高湿、封闭及阳光

烈晒的环境，将孩子转移至

阴凉通风的地方；降温是中

暑急救时最重要的措施，在

发现中暑 30 分钟内应尽快

将体温降至 40℃以下，降

温方法包括脱掉衣物、温水

擦浴全身、用风扇或空调增

加散热等；儿童中暑常伴有

脱水及电解质紊乱，应少

量、多次地给孩子喝一些常

温水或电解质饮料；对于重

型中暑者，尤其是伴有高

热、意识不清、抽搐等神经

系统症状的儿童，应立即送

到就近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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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6 月 9
日，日本今年报告

的链球菌中毒休

克 综 合 征（俗 称

“食人菌”感染症）

病例数累计破千，

达 1019 例，超过去

年全年的 941 例，

创历史纪录。

这 种 名 字 听

起来很可怕的感

染 症 究 竟 是 什

么？为什么今年

病例特别多？如

何预防“食人菌”

感染？

“食人菌”感染症

是什么

日本国立感染

症研究所的资料介

绍，链球菌中毒休

克综合征是一种突

然发病的、由溶血

性链球菌引发的败

血性休克。初期症

状一般是咽喉疼

痛、发烧以及食欲

不振、腹泻、呕吐等

消化道症状，还有

低血压等败血症症

状，继而可出现软

组织病变、呼吸衰

竭、肝功能衰竭、肾

功能衰竭等多脏器

衰竭。患者从出现

症状到发展为休克

和多脏器衰竭只需

要 24至 48小时，且

致死率高达30％，因此其致病菌

在日本被称为“食人菌”。

实际上，溶血性链球菌是

一种常见细菌，每年冬春季在

儿童中流行的链球菌性咽炎，

以及夏秋季儿童易感染的传染

性脓疱病和猩红热都是由溶血

性链球菌引发的。链球菌中毒

休克综合征是链球菌所致侵袭

性感染中最严重类型。

那么常见的致病菌为何

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呢？一

般认为宿主对于链球菌产生的

肠毒素的免疫过激反应是“食

人菌”感染症高致死率的原因

之一。链球菌中毒休克综合征

患者病程发展迅速，并常因呼

吸衰竭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导致约三成患者即便得到

救治依然死亡。

为何今年感染病例特别多

“食人菌”感染症并不是

一种新型感染症。根据日本国

立感染症研究所的资料，美国

1987 年报告了首例病例，之

后，欧洲、亚洲也报告了病

例。日本最初的典型病例报告

于 1992 年，此后每年确诊病例

约一两百例。造成感染的主要

病原体是A群溶血性链球菌。

该研究所 3月底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与此前相比，今年

以来由A群溶血性链球菌引发

的“食人菌”感染症病例数大幅

上升，达到 60％。从 A 群溶血

性链球菌感染者分离的菌株

看，其中约半数是 M1UK 谱系

菌株，这种菌株的毒素产生量

多，容易传播。

此外，溶血性链球菌感染

的流行也被认为是“食人菌”

感染症病例增加的一个原因。

据该研究所 18日发布的数据，

6月 3日至 9日这一周，日本全

国定点医疗机构平均报告A群

溶血性链球菌性咽炎 4.87 例，

是 2023年同期的约 3倍。可以

看出，溶血性链球菌感染目前

在日本处于全国流行的状态。

哪些人群容易感染，如何预防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介绍说，“食人菌”感染症的感

染途径一般为经鼻腔、咽喉黏

膜的飞沫传播和经伤口等的接

触传播，因此原本就有溃疡性

皮肤疾病的人、最近接受过手

术的人、最近感染过带状疱疹

和水痘等容易导致皮肤溃烂的

疾病的人、有糖尿病等基础疾

病的人、有酒精依赖症的人、

常用止痛片或非甾体抗炎药的

人需要格外注意。

与咽炎等普通溶血性链球

菌感染症易感染儿童不同，“食

人菌”感染症多发于30岁以上的

成年人。日本今年以来 50岁以

上感染者人数增多，尤其70岁以

上的感染者人数比往年出现了

大幅上升。日本专家表示，今年

年龄越大的人群越需要防范“食

人菌”。

因为“食人菌”感染症病情

发展非常快，早发现早治疗非

常关键，但是感染的初期症状

易被误诊为感冒。日本专家

说，“食人菌”感染症的一个特

别症状是疼痛，而且多发生于

四肢。因此，要关注有无手脚

疼痛和肿胀，有比较强烈的咽

喉疼痛也不要置之不理。如果

出现高烧谵妄或者伤口红肿快

速扩散，应立即前往医院。此

外，勤洗手、戴口罩等日常防护

措施对预防感染也有效。

治疗方面，日本国立感染

症研究所资料显示，应对“食

人菌”感染症的首选药物是青

霉素类抗生素；针对该病的败

血症症状，有专家建议使用克

林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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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6月 18

日电 当压力过大时，许多人

会吃一些高脂肪的垃圾食品

寻求安慰。而美国一项新研

究表明，这种策略可能会适

得其反，进一步加剧焦虑。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

分校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生

物学研究》杂志上报告，动

物实验显示，高脂肪饮食可

能破坏体内的肠道菌群，并

通过肠道和大脑之间的复

杂通路，影响大脑中的化学

物质，从而加剧焦虑。

研究团队将处于“青

少年”年龄段的实验大鼠分

为两组：其中一组大鼠连续

9 周被投喂大约含 11％脂

肪的标准饮食，另一组则吃

含 45％ 脂 肪 的 高 脂 肪 饮

食，这些脂肪主要是动物产

品中的饱和脂肪。

整个研究过程中，研

究人员收集实验鼠粪便样

本，评估它们的肠道细菌状

况。9 周的饮食实验后，这

些实验鼠接受了行为测试。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

相比，高脂饮食组的实验鼠

不仅体重增加，其肠道细菌

多样性也明显较低。此外，

高脂饮食组实验鼠基本上

大脑中都有高焦虑状态的

分子特征。具体来看，它们

体内与神经递质血清素的

产生和信号传递有关的三

个基因表达水平较高，且在

脑干中缝背核的某一区域

尤其明显，该区域与压力和

焦虑有关。

研究人员解释说，血

清素神经元的某些子集被

激活时，会在动物中诱发类

似焦虑的反应。他们猜测，

可能是不健康的肠道菌群

破坏了肠道内壁，使得细菌

进入循环系统，并通过迷走

神经影响了大脑。

研究人员说，人们都

知道垃圾食品不健康，但通

常会觉得这类食品只是会

有增重风险。“如果你知道

它们还会以一种可以加剧

焦虑的方式影响你的大脑，

它们的风险更高了。”

不过，研究人员也提

示，并非所有的脂肪都是

“坏脂肪”，像鱼、橄榄油、

坚果等含有的健康脂肪可

以抗炎，对大脑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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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考试前应该熬夜还是好

好休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研究人员通过实验鼠实验发

现，当睡眠不足时，一种与长

期记忆有关的关键大脑信号

会减弱，即使是一个睡眠不

足后的正常睡眠也不能完全

恢复这种信号。研究结果有

助于解释睡眠在记忆形成中

的关键作用，并为找到相应

疗法奠定基础。

大脑中的神经元高度

互联，经常以有规律或重复

的模式一起放电，其中一种

放电模式叫“尖波涟漪”。

在该模式下，一群神经元以

极强的同步性放电，然后另

一群神经元紧随其后同步

放电，此起彼伏并具有特定

的节奏。“尖波涟漪”往往发

生在大脑记忆形成的关键

区——海马体，长期记忆被

储存在这里。

为进一步了解睡眠不

足对记忆的影响，密歇根大

学的研究人员记录了 7 只

实验鼠在几周内探索迷宫

时的神经元活动，分为睡眠

受干扰和正常睡眠两组。

研究发现，睡眠受干扰实验

鼠的“尖波涟漪”神经元发

射信号较弱且组织性较差，

表明神经元放电模式重复

性明显下降，即“经历重现”

能力得到抑制。这些实验

鼠在恢复正常睡眠后，这种

信号水平虽有所恢复，但无

法达到睡眠不受干扰实验

鼠的水平。

研究人员表示，这表

明记忆会经历不断的后续

处理，这种后续处理非常重

要，考试前临时熬夜抱佛脚

可能是一种无效的策略。

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英国《自然》杂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