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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岁的赵大伯最近一段时间

觉得全身乏力，没有胃口。这两天

他感觉额头闷热，像是发低烧，偶

尔还干咳。

随后，赵大伯来到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就诊，检测显示为新冠阳

性。这是赵大伯第二次感染新冠

病毒。

接诊的急诊科医生告诉赵大

伯，他可能感染新冠已超过一周。

赵大伯回忆起自己“首阳”时，短短

几天就高热不退，剧烈咳嗽，还出

现肺部感染。他说，“二阳”症状好

像没有“首阳”那样严重。

“赵大伯的情况不是个例，大

部分‘二阳’患者症状都更轻。”杭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顾问傅

华洲主任医师表示，根据此前经

验，“首阳”病人会在感染初期，集

中出现高热、全身乏力、咳嗽、头晕

等症状，老年患者更是容易出现严

重肺部感染。“二阳”症状与“首阳”

相比，显得不够“典型”。许多患者

在一开始出现咽痛、咳嗽、流涕等

上呼吸道感染症状，一些老年人初

期仅仅表现为乏力、食欲不振，3-5
天之后后才出现咳嗽、发热等症

状。“二阳”患者中，高热和重症肺

炎 等 也 大

幅下降。

当“二

阳”患者出

现“非典型性

症 状 ”时 ，很

多 人 还 是 根 据

“ 首 阳 ”的 经 验 判

断，因此“二阳”初期症

状往往被忽略。 傅 华 洲

提醒，老年人“二阳”概率

比年轻人相对要高，一旦身

边出现阳性患者要提高警惕。

若有接触史，之后出现乏力、胃

口不振等症状，建议及时检测，有

时候还得反复检测。

傅华洲表示，根据临床经验，

新冠病毒感染属于寒湿疫，盲目

使用清热解毒的苦寒药物治疗，

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对此，傅

华洲梳理出一些适合老年患者的

药方。

如在发病初期，市一医院院内

协定方“抗感合剂”有一定早期预

防作用。风为外邪之首，故先用防

风、荆芥以祛风；芙蓉叶、薄荷以清

解风热；再用苏叶以散风寒；藿香

以化湿邪；双花以清暑火；甘草润

燥而和诸药；黄芪以固表，使邪去

不复发。

“二阳”咳嗽患者中阴虚和气

阴两虚者为多。阴虚咳嗽可选三

拗汤合沙参麦冬汤加减、百合固金

汤加减；气阴两虚咳嗽可选三拗汤

合生脉散。

新冠感染之后，病人常出现疲

劳乏力症状，中医上来说，脾主四

肢，“阳”后往往会出现肺脾两虚的

症状，进而导致双腿无力、容易疲

劳等症状。喝一些培土生金的汤

剂，如四君子汤、六君子汤等，有助

健脾祛湿。

当然，药方的使用需要医生辨

证施治，如出现相应症状，老年朋

友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二阳”初期症状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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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本报记者 林乐雨 通讯员 叶娇慧

老年人由于免疫功能下降，是

过敏高发人群。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过敏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

医师许洁介绍，过敏患者在常规药

物治疗、远离致敏原的同时，还要

积极改善体质，消除过敏性疾病产

生的土壤。

人为何会过敏？西医认为，过

敏 是 由 免 疫 机 制 诱 导 的 高 敏 反

应。中医则认为，正气不足，抵抗

力和耐受能力下降，是过敏性疾病

的内在根本原因。

要想远离过敏，首先要找出过

敏原，患者可在每次发病或病情加

重时，仔细回想近日饮食及活动场

所，逐一排查，建议在每次发病时

通过“生活日记”将饮食及接触环

境记录下来。如果病情与食物或

接触物关系确切，通过一段时间记

录，即可确认过敏原。患者还可到

医院通过嗜酸性粒细胞检测、血清

特异性 IgE 和 IgG4 检测、皮肤点刺

试验、斑贴实验等确定过敏原。

许洁提醒，过敏原并非一成不

变，它可能随着体质变化而改变。

过敏原并非一成不变
写日记有助查找原因

深圳湾实验室科研人员最新

研究发现，高蛋白食物之所以有助

于减脂，是因为其中的营养素半胱

氨酸在发挥作用。

高蛋白食物具有较好减脂功

效。但是，摄入高蛋白食物带来的

大量氨基酸代谢物会加重肾脏负

担，引发新的健康问题。因此，科

研人员试图找出高蛋白食物的减

脂机制，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

在动物实验中，科研人员通过

对 20 种氨基酸的筛选，发现半胱

氨酸是发挥减脂功效的关键氨基

酸，对机体脂肪的调节具有剂量依

赖性效应，研究还揭示了半胱氨酸

减脂的神经环路机制和底层分子

机制。

科研人员表示，该研究成果丰

富了饮食营养的神经感知机理以

及“脑—体”器官互相作用的代谢

调控机理，进一步探索了如何“吃”

出健康的生物学问题。 据新华社

科研人员揭示高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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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虹红 通讯员 应晓燕

50 多岁的施先生说起自己和

妹妹的经历，难掩哀伤。20 多年

前，施先生发现自己的皮肤逐渐变

黄，眼白处变成黄色，他的妹妹也

出现同样症状。随后，两人一起到

医院就诊，医生考虑是地中海贫

血。

令人痛心的是，10 多年前，施

先生的妹妹因心脏和肝脏的铁存

积 ，出 现 心 肝 功 能 衰 竭 ，不 幸 离

世。施先生悲痛之余，乏力恶心、

食欲低下、皮肤瘙痒等症状，让他

备受折磨。

此后，施先生来到浙江省立同

德医院血液科门诊就诊，蒋慧芳主

任医师详细了解后表示，首先要做

基因鉴定，确定地中海贫血类型。

因施先生已经存在脏器功能损害，

为延长生命和改善生活质量，医生

建议他进行祛铁治疗。

之后，施先生一直在该院血液

科随诊，祛铁和中医调理双管齐

下。这几年，他能正常工作生活。

地 中 海 贫 血 也 称 海 洋 性 贫

血，由于某些特定基因的缺陷，血

红蛋白中一种或几种珠蛋白肽链

合成受阻，导致血红蛋白组成成

分改变，继而引发慢性溶血和贫

血 。 该 病 是 常 染 色 体 隐 性 遗 传

病，其发病与性别无关，男女患病

概率相同。

医生表示，可通过筛查发现

是否患地中海贫血。目前，该病

尚 无 药 物 和 成 熟 的 基 因 治 疗 方

法，规范的长期输血和排铁治疗

是中重型地中海贫血最主要的治

疗方法。

医生提醒，该病患者不要刻意

补充过多含铁的食物或营养品。

因为患者不是缺铁，患上这一疾

病，红细胞会出现溶血，破坏释放

含铁物质，过多铁无法代谢，就会

存积到脏器上。同时，不要进行过

度激烈的运动，避免抽烟、熬夜等

不良习惯。

兄妹同患此病 结果却大不一样
这类患者日常不要过多补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