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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支原体肺炎需要输液、“洗肺”吗？
近期，儿童支原体肺炎广

受关注。患儿什么时候具有传
染 性 ？ 是 否 需 要 输 液 、“ 洗
肺”？担心医院人多能否自行
用药？记者在 11 月 12 日世界
肺炎日到来之际，采访了相关
医学专家。

“感染肺炎支原体后，在开始
发烧前有几天的潜伏期，这时患者
就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周薇表

示，戴口罩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感
染，但让儿童一直严格规范地佩戴
口罩并不现实。少去人员密集的
密闭公共场所、屋内勤通风换气、
学校定期打扫消毒、增加户外活动
等，都对预防感染有所帮助。

得了支原体肺炎是否最好输
液治疗？周薇表示，有些家长认为
静脉输液优于口服治疗，实际上没
有这样的结论。应根据患儿的病
情选择治疗方式，重症肺炎的患儿

可以选择静脉输液，而大部分患儿
属于轻症，可以口服药物治疗。

针对家长担心的“洗肺”操
作，周薇介绍，“今年支原体肺
炎的患儿进行肺灌洗治疗的确
实比较多。肺灌洗有严格的操
作指征，比如患儿出现了肺不
张、局部实变，甚至有坏死和痰
栓 形 成 等 非 常 严 重 的 炎 症 反
应，这时可能需要在支气管镜
下进行肺灌洗，让气道通畅，同

时在镜下也可以看到肺部病变
的程度。”

除了支原体，细菌、病毒也都
可以导致肺炎。北京胸科医院呼
吸科主任叶寰提示，肺炎患者常
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典型症
状，低龄儿童和老年人尤其要注
意防范。建议 65 岁以上老年人
和儿童接种肺炎疫苗，尽管目前
没有针对肺炎支原体的疫苗，但
肺炎疫苗可对多种肺炎球菌起到

预防作用。
专家提示，针对不同病原体

引起的肺炎，用药选择也有所不
同，比如对于支原体肺炎，青霉素
和头孢类抗生素没有效果，最常
用的是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怀
疑感染肺炎的患者应及时到医院
就医，确诊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治
疗，避免“自行服用抗生素”等盲
目用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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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预防知多少？

新闻链接

天气转冷
谨防骨病“找上门”

立冬已至，气温骤冷。记者
了解到，近日到医院就诊的颈肩
疼、腰腿病、关节炎患者明显增
多。天津医院运动损伤与关节
镜二病区主任医师黄竞敏提醒
市民，注意保暖，适当运动，谨防
骨病“找上门”。

肩颈疼痛、关节炎等是冬季
的高发骨病之一，老年人、长期
缺乏锻炼的职场人更易中招。

“天气转冷后，前来就诊的骨病
患者明显增多，比平时增加了
20％至 30％左右。”黄竞敏介
绍，天气转冷，血管收缩，血液循
环变差，导致骨骼或局部组织供
血不足、淋巴回流系统受阻，从
而出现局部组织水肿、关节僵硬
疼痛等症状，甚至造成运动功能
受限。

黄竞敏说，老年人需要特别
注意寒冷天气对骨关节的影响，
不少老年人都有骨质疏松和肌
肉减少的问题。肌肉是维护关
节稳定的有力保障，但从 35 岁
开始，肌肉质量每年以 1％至
3％的速度减少，70岁以上的老
年人肌肉量减少加剧。骨骼肌
质量降低，加之血管遇冷收缩，
加重了关节的活动能力减弱，甚
至容易摔倒造成骨折。

对于长期伏案的职场人，黄
竞敏提醒，因肌肉疲劳、血液循

环调节能力降低，加之关节之前
的一些损伤如半月板、韧带、软
骨、肩袖损伤等没被重视，关节
出现不缓解的疼痛和功能受限，
应及时得到专业医生的诊查。

入冬之后，黄竞敏建议提早
做一些针对性预防措施可以有
效避免常见骨病的发生。

一要注意保暖。特别是颈
肩背部、双膝关节等部位，保护
局部血液循环，减轻因血运障碍
导致的骨关节疼痛。

二要适当运动。谨慎选择
运动方式和强度，长期伏案者可
用升降桌，或做米字等颈部操。
居家者提拉弹力带或伸举矿泉
水瓶，锻炼肩关节周围肌肉；床
上交替抬腿，完成股四头肌的收
缩锻炼。肌力强者还可靠墙蹲
马步，进行肌肉的收缩练习。

三要科学饮食。戒烟限酒，
多食蛋白质和含钙量高的食物，
如肉类、牛奶、豆类，以及新鲜的
蔬菜水果等抗氧化食物。同时
充足睡眠，多晒太阳，补充钙及
维生素D，防止骨质疏松。

四要专业诊治。不要轻信网
传的各类妙招，切勿盲目跟风购
买按摩器材，三个月内症状无缓
解，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专业医
生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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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发为什么越拔越多？
研究成果拿下这项“搞笑”科学奖

这是一个“向好奇心致敬”
的奖项。菠萝科学奖表彰的是
获奖者丰富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这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原动
力。

今年的获奖项目同样充满
了风趣幽默。在医学奖中，获
奖者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
博士后孙祺就对“白头发越拔
越多”这个古老传闻产生了兴
趣。为了解开其中的奥秘，她
和团队花了两年时间，反复拔
实验老鼠背上的毛，有的被她
拔秃，有的黑老鼠生生被拔成
了黑白花老鼠。

最终经过显微镜观察和基
因研究发现，毛发反复被拔，毛
囊内负责提供黑色素的干细胞
难免“忙中出错”，日积月累就
真的罢工了。这项研究不仅证
实了一个口口相传的流言，也
揭示了毛发变白的机制之一。
凭借着对古老传闻的求真精神
和拔秃老鼠的实验魄力，孙祺
和她的同伴最终获颁医学奖。

菠萝科学奖的获奖项目看

似“搞笑”，但其背后的研究过
程毫不含糊。每个成果都凝聚
着科研工作者严谨求实的科学
精神，其中更不乏含金量高、应
用前景广阔的重要成果。例
如，本届发明奖的获奖成果“不
会挂壁的马桶”是华中科技大
学教授苏彬团队从猪笼草中找
到的灵感，研发出新型材料制
作而成。其缩小版产品通过了
脏水、酸奶、蜂蜜、面糊和合成
粪便全方位无死角的考验。并
且在被砂纸摩擦 1000 多次后，
依然“片叶不沾身”，耐磨度远
超此前材料。在生产生活中具
有广泛应用前景。

菠萝科学奖不仅面向科研
成果，也同样嘉奖科普工作者、
关注重大科学事件。2019 年，

《科学》杂志曾刊登过一篇行为
经济学调查，将夹带电子邮箱
信息的钱包故意“丢”在公共场
所，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来
度量公民的诚信度，结果中国
在所谓“诚信排行榜”上位列倒
数第一。对于这样的结论，中

国研究者普遍认为该实验设计
有明显缺陷，决定用科学手段
回应《科学》。15所大学100多
位师生自发组织起来复制实
验，结果发现更多中国人会通
过电子邮件以外的手段联系失
主、归还钱包，实际归还数量接
近八成。这场行动既反驳了对
我国民众缺乏诚信的“指控”，
也向学术界展示了中国科学家
的行动力和严谨性，因此获得
了科学事件奖。

菠萝科学奖秉持“向好奇
心致敬”的精神，用充满科学
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科普内容
和形式为全球科学家、科学爱
好者构建交流合作平台，激发
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想象力和
好奇心，拉近民众与科学之间
的距离，吸引更多人关注科学、
关注科普。未来，菠萝科学奖
将继续以民众喜闻乐见的科普
形式深耕厚植科普土壤，做好
科学教育加法，让高质量科普
激发更多科学热情。

据《科技日报》

提起科学奖项，你能想到的是什么？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还是让人一头雾水的定
理公式？11月11日晚，一个不一样的科学奖项——菠萝科学奖颁奖典礼在浙江温州举
行。看看往年获奖项目的关注领域，你就能知道这个科学奖项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恐
龙会不会得颈椎病，打哈欠为什么会传染，果蝇有什么择偶偏好，男人长胡子的作用是什
么，婚礼份子钱计算公式怎么写……和传统奖项关注重大前沿科研成果相比，菠萝科学
奖显得格外活泼亲民，甚至有些“搞笑”。

支原体肺炎、细菌性肺炎
……肺炎种类颇多，不仅是全
球儿童死亡主要原因之一，也
对其他各年龄段人群构成威
胁。

肺炎一般指肺部感染性炎
症，临床症状包括咳嗽、发热、
呼 吸 困 难 等 ，严 重 时 可 致 死
亡。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
体、真菌等病原体都能引起肺
炎。导致肺炎的常见病毒包括
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
引发细菌性肺炎的常见病原体
包括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等；近期多发的支原体肺
炎则是由名为肺炎支原体的微
生物所致。这些可能导致肺炎
的病原体常通过呼吸道飞沫、
密切接触等方式传播。

虽然所有人都可能感染肺
炎，但 5 岁以下和 65 岁以上人
群以及慢性疾病患者、吸烟者
感染肺炎的风险更高。根据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2023年公布的
数 据 ，目 前 全 球 每 年 有 超 过
72.5 万名 5 岁以下儿童因肺炎
死亡，其中包括约 19 万名新生
儿。也就是说，全球每 43 秒有
一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

采取预防措施可以减少肺
炎的发生。一些会导致肺炎的
细菌和病毒感染可通过接种疫
苗预防，如接种流感疫苗、肺炎
球菌疫苗等，但目前并非所有
种类肺炎都可以通过疫苗预
防。

同时，人们可以通过健康
的生活方式降低肺炎感染风

险。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勤洗
手，多通风，咳嗽或打喷嚏时尽
量遮住口鼻，必要时戴口罩；在
呼吸道疾病流行季节，应减少
前往人群聚集场所，注意消毒；
尽量做到均衡饮食、适当运动、
充足休息、不吸烟等。此外，母
乳喂养有助预防新生儿肺炎。

专家提醒，有些人感染肺
炎后症状轻微可以自愈，但如
果病情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切忌
盲目用药。例如，由于肺炎支
原体没有细胞壁，对青霉素、
头孢类等作用于细胞壁和阻
碍细胞壁合成的抗生素有天
然的耐药性，因而并不建议使
用这些抗生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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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提出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新思路

记者从江南大学获悉，该校
胥传来教授团队研制出一种手性
颗粒，有望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
症。相关研究成果 10 日发表在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的子刊《自
然·衰老》上。

胥传来告诉记者，此次，团队
基于手性原理，研制出一种新型
左手性颗粒，让患有阿尔茨海默
症的实验小鼠服用该型颗粒三个
月后，小鼠的行为学表现明显改
善，说明其认知能力得到提升。
研究人员又对小鼠的脑部切片进
行荧光染色，发现服药小鼠的神
经炎症因子减少了近九成。

研究人员将服药小鼠的肠
道菌群移植到其他患病小鼠的
肠道中，发现受体小鼠的认知能
力也有所恢复。多学科综合分

析的结果显示，小鼠服用该型颗
粒后，血清中的吲哚乙酸含量大
幅提升。

据论文通讯作者、江南大学
教授匡华介绍，团队研究发现，新
型左手性颗粒经口服进入小鼠肠
道后，能够调节肠道中的益生菌，
促进色氨酸代谢为吲哚乙酸。

“我们利用同位素标记法，又
证实了吲哚乙酸能够穿越血脑屏
障，进入脑组织，改善脑部免疫微
环境，抑制神经炎症，从而修复神
经元功能。”匡华说。

胥传来表示，目前人类尚未找
到能够彻底战胜阿尔茨海默症的
药物。此次团队基于手性原理尝
试干预肠道菌群，有望为治疗相关
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
据新华社南京11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