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湘潭日报社组织 50 名小记者来到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参加由耳鼻喉咽喉头颈外科联合儿科举办的 《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防
治》 及 《海姆立克急救法》 的课程学习。 图为医生回答小记者保健
知识提问。 （本报通讯员 段斌 摄影报道）

■给您提个醒

■医改动态

居住在河北石家庄的冯先生
最近松了口气 。 他的父亲已经
80 岁了， 2018 年不幸得了脑中
风， 出院后的日常起居都是由
79 岁的母亲来照顾， 今年母亲
的身体也不如之前了。

苦于在照顾父母和繁忙的工
作之间难以找到平衡， 冯先生把
二老送到了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
的问道康养社区 。 社区离家不
远， 共有床位 600 余张。 老人入
住的房间采用了适老化设计， 全
套定制适老家具、 家电、 无线网
络、 新风系统、 中央空调， 一应
俱全。 社区与河北省中医院达成
了战略合作， 建立了未病管、 已
病治、 病后康、 康后管及急重症
转诊的医疗服务流程。 平日照顾
老人生活起居的护理员全部经过
严格培训， 考核上岗。

如今， 类似这种做法的 “嵌
入式 ” 社区养老模式 ， 正在石
家庄试点并获得迅速发展 ， 为
老年人或老年家庭就近提供集
中照护和居家上门服务 。 这类
模式主要由社会资本投资 ， 在
老年人密集居住的社区内或附
近建设 ， 具备日间照料 、 短期
托养 、 康复医疗 、 社工介入 、
上门服务等功能 ， 力求解决老
年人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的问
题， 很受居民欢迎。

（《人民日报》 7.17，
张腾扬、 董致远 /文）

石家庄试点嵌入式养老

水蜜桃味美多汁， 是很多人爱
吃的水果，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
尝鲜的口福。 近日， 江苏宜兴一
名 10 岁女童吃了水蜜桃后， 出现
口唇肿胀、 喉头水肿等严重过敏
反应， 幸亏家长及时送医， 方化险
为夷。

“欣欣以前吃水蜜桃都没事的
呀！” 面对李女士的疑问， 该院皮
肤科主治医师张园解释说， 水蜜
桃和芒果 、 菠萝 、 猕猴桃一样 ，
属于常见的容易引发过敏的水果。

水蜜桃的果皮果肉中含有丰富的植
物蛋白， 其中 LTP 脂质转移蛋白是
最常见的过敏原。 有的人以前吃某
种食物不过敏， 但某次吃的时候 ，
突然就过敏了 ， 这种情况并不少
见。 张园说， 过敏体质的人首次接
触某种致敏原后， 体内会产生一种
特异性抗体， 当这种抗体达到一定
数量， 再次接触相同致敏原时， 便
会产生一系列过敏反应。

（《扬子晚报》 8.1，
潘静、 季娜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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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故事■关注

随着 “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
逐年攀升” 登上微博热搜， 大学
生的精神健康状态引发热议。 这
真的意味着有更多大学生罹患抑
郁症吗？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 这种
“发病率逐年攀升” 的趋势也反映
出了另一个面的情况： 除了该疾
病的判断标准和统计口径有一些
变化之外， 也要归因于大学生群
体对抑郁症病识感的提升和病耻
感的下降。

病识感是患者寻求专业帮助
的基础。 简单来说就是患者是否
能意识到自己的情况是抑郁症 ，
而并非仅仅是 “睡眠不好” 或者
“心情不佳”。 建立病识感的第一
步就是正确认识抑郁症， 包括病
因、 症状、 求助方式等。

近年来， 有关抑郁症的信息更
加丰富易得： 新闻报道、 电视剧
和综艺娱乐节目越来越多地提及
这一疾病， 一些公众人物患抑郁
症的消息也促使年轻人在社交媒
体上讨论抑郁症。 这些与抑郁症
相关的大量信息可能是导致作为大

学生的 “潜在患者” 意识到自身情
况， 进而确诊的一大推动因素。

病耻感则是阻碍患者寻求专业
帮助的一大元凶。 病耻感也被称为
疾病的污名， 即患者为自己的患病
感到耻辱， 这不仅会阻碍患者寻求
专业帮助， 同时也会阻碍他们向周
围的人寻求帮助 ， 出现隐瞒病情 、
回避社交等举动， 而这些行为会进
一步加深他们的痛苦、 使病情恶化。
相较于大部分生理疾病， 包括抑郁
症在内的精神疾病的病耻感一直较
高， 即人们一般不会因为自己感冒
或者扭伤而感到羞耻， 但却会感到
得抑郁症很 “丢脸”。

然而， 抑郁症的污名不仅是指
患者对自身情况感到耻辱， 也包括
公众对患者的负面认知。 笔者曾接
触过一些抑郁症康复者， 其中大部
分都是在学生时代患病。 当他们提
及自己的患病经历时， 能普遍感受
到周围环境对抑郁症患者的 “负面
标签 ” ， 包括 “小心眼 ” “矫情 ”
“软弱” 甚至是 “危险” “暴力 ”。
隐藏在这些 “负面标签 ” 背后的 ，
是公众对抑郁症的 “疑病污名”， 即

认为抑郁症不是一种医学疾病， 而
是编造出来的。 这种疑病污名， 严
重地影响了抑郁症患者寻求专业帮
助和康复的情况， 特别是当这些看
法来自于他们的亲朋好友： 比如寻
求专业帮助的意愿不被好友支持 ，
认为 “随便谁去看医生都会被诊断
为抑郁症”； 比如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被家人阻挠， 认为那些药 “能把人
吃傻” 或者 “是药三分毒”。 这些情
况极大地加剧了患者的痛苦， 阻碍
了他们的康复进程。

抑郁症并非 “不治之症”， 抑郁
症患者也绝非 “洪水猛兽”。 可惜的
是， 我国抑郁症患者的整体治疗率
还很低， 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并未寻
求专业帮助， 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自
己患病， 也可能是害怕周围人的眼
光而打算 “自己解决”， 甚至有可能
在一些错误信息的引导下求助了不
合资质的机构。 虽然他们没有被纳
入确诊抑郁症的统计口径， 但其生
活质量和劳动能力的下降却是真实
存在的。 因此， 提高公众对抑郁症
的认知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青年报》 7.30， 潘佳宝 /文）

更多年轻人得抑郁症？
这不是“丢脸”的事

天气热起来后， 空调清洗
员阿武 （化名） 的生意也好了
起来， 可忙了一段时间后， 平
时身体健康的他， 突然一咳就
是两个月。 到福建省立医院检
查后， 他才知道竟得了 “双肺
隐球菌病 ”， 该病严重者会致
死。 而病菌的来源， 正是空调。

该院心外科主任医师许能
銮介绍， 隐球菌属于真菌的一
种， 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 人
体通过呼吸道可吸入含隐球菌
孢子的气溶胶， 当吸入的孢子
较多或机体正处于免疫力低下
时， 即会发生感染而致病。 而
空调因为制冷， 加上冷凝水潮
湿， 容易成为各种病原菌包括
细菌、 真菌、 军团菌滋生的巢
穴。 医生判断， 阿武是因为清
洗空调时未做好有效防护， 大
量吸入暴露的真菌孢子形成的
气溶胶而发病。

许能銮提醒， 清洗空调时
应做好个人防护， 如规范佩戴
医用口罩， 同时在清洗时保持
居室通风。

（《福州晚报》 7.31，
记者 陈丹、 姚秀娟、 宁宇 /文）

没戴口罩洗空调
小伙感染致命菌

咬了口水蜜桃 嘴唇肿得像香肠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聪 刘
星涛） 在第九个 “7·28” 世界
肝炎日来临之际 ， 7 月 26 日 ，
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街道计生
协会在街道前坪开展纪念全面
遏制肝病危害义诊活动。 当天
有辖区居民、 环卫工人、 计生
协会志愿者、 学生， 在街道人
口文化大院参加创卫冲刺誓师
大会、 健康行动我先行活动。

活动中， 市卫健委志愿者
和该街道计生协工作人员向辖
区居民、 流动人口发放创卫健
康教育宣传资料、 肝病防治宣
传资料、 健康素养 66 条、 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等宣传资料， 并
向居民讲解肝病的防范、 遏制
和健康保健知识。 同时， 该街
道计生协还邀请了湘潭市第一
人民医院肝病专家、 感染科专
家为居民群众答疑解惑， 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同时为居民
测量血压血糖、 家庭医生签约
等义诊活动。

据统计， 此次活动免费测
血压、 测血糖 80 余人次， 义务
诊疗、 健康咨询 60 余人次， 为
居民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 。
此次义诊活动受到了居民一致
好评， 该街道计生协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开展更多活动让全街
居民共享健康红利。

世界肝炎日
健康湘潭行动我先行

为小记者普及保健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