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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吃饭时，突然一阵剧烈咳嗽，随之小脸呈紫红色，哭声也越来越小……这是幼儿临床常见的急症——
呼吸道异物，此外还有一种类型是消化道异物。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并发症甚至造
成死亡。

日前，1岁的豆豆（化名）就遭遇了异物危险。1月26日，豆豆因咳嗽，喘息声重，被家人送往市人民医院儿
科治疗。询问病史后医生发现，豆豆在半个月前有可疑花生米吸入史，经过充分病情评估，市人民医院儿科主
治医师代强决定为豆豆进行全麻镇静状态下的支气管镜异物取出术。通过支气管镜，代强在孩子的左主支气
管处取出了一粒黄豆大小的花生。

“科室每年都会收治很多呼吸道、食道、耳道、鼻腔各类异物病例，其中，气管异物最常见，且多发于幼儿。”
代强介绍，儿童活泼好动，更喜欢边吃边玩，家长突然的呵斥或者电视里突然的有趣画面都容易导致孩子呛异
物。此外，幼儿磨牙尚未发育完全，对食物不能充分咀嚼，儿童进食不恰当的食物，例如瓜子、花生等坚果时不
能充分咀嚼，咳嗽反射不健全，稍不留神就会滑入下呼吸道。为保障幼儿生命安全，市人民医院儿科引进了全
麻状态下儿童支气管镜下异物取出术，该技术的成功开展填补了医院儿科支气管镜的技术空白，能够为患儿
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舒适化诊疗服务，也可为儿童呼吸系统相关疾病的诊治提供先进的辅助检查及治疗手
段。代强提醒：对于异物卡喉，最重要的还是家长重视，科学规避类似风险，发现症状及时治疗。

儿童异物卡喉怎么办 学会急救方法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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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戴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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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强介绍，食物、异物卡喉常见于进食或口含异
物时嬉笑、打闹或啼哭而发生，尤其多见于儿童。当
发现孩子突然呛咳、不能发音、喘鸣、呼吸急促、皮肤
发绀，甚至出现停止呼吸的情况，极有可能是被异物
卡喉了。这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一旦孩
子出现被噎住的情况，要学会急救方法。

1、拍背压胸法。三岁以下的孩子可以使用此方法。
出现卡喉，第一时间安抚孩子，尽量停止哭闹，然后将孩
子面朝下俯卧在家长的膝盖上，用手掌掌根在孩子的背
部进行连续拍击，并观察异物是否有排出，如果有排出，

将其从口中取出。若堵塞异物还是没有排出，需尽快按
压小孩胸部两点连线的中间，直到气管阻塞被解除。

2、海姆立克急救法。儿童和成人均适用的海姆
立克急救法。用双臂勒紧其肋骨和肚脐中间的位置，
向内上方一松一紧用力，利用体内的气流冲击，直到
气管阻塞解除。如果旁边没人，可借用桌子靠物体部
位，对上腹部进行压迫，直到排出异物。

3、握拳法。用两手环绕患者的腰部，一手握拳将
拳头一侧放在其胸廓和肚脐上腹部，另一手抓住拳头
重击其腹部，可形成冲击气流，致使异物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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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菁）为加快“海棠心悦”心理服务平
台正式上线步伐，1月28日，市精神卫生中心召开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攻坚平台上线前
的政策和技术难题。

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海棠心悦”平台上线前存
在的政策和技术难题进行“会诊”。大家集思广益，
从多个层面各个角度，深入探讨解决方案，为“海棠
心悦”下一步顺利上线运行奠定了基础。

市精神卫生中心

加快“海棠心悦”
上线步伐

如何预防儿童异物卡喉 养成良好进食习惯

饮食注意：最好不要给五岁以下儿童吃果冻、瓜
子、花生、豆类等食物。吃西瓜时可先去掉瓜子。
进食避免谈笑、哭闹或打骂小儿。要改掉边走边玩
边进食的不良习惯，以免一旦跌交后啼哭，将口中
食物吸入下呼吸道。给幼儿添加辅食时，要将食物
切碎，并注意要其安静进食，勿乱动，如果孩子不
愿进食，更不要强迫性喂食。不要给孩子吃坚果类食
品。

改掉不良习惯：教育儿童不要把小玩具放在口
中。发现儿童口中含有东西时要及时设法取出，但切
不可强行夺取，以免哭闹后吸入。不要给孩子玩弹珠
之类的玩具。尽量不要给小孩子买带珠子、亮片的衣
服。教育孩子进食不宜过急，养成细嚼慢咽的饮食习
惯。纽扣、图钉等小物件要放在孩子不能接触的地
方。在宝宝爬行前，先检查地面是否有纽扣、大头针、
豆粒、硬币等小物品，有的话清理干净。

上消化道异物多见于儿童，由于玩耍时误吞硬
币、别针、纽扣、笔帽所致。

临床上，一般可表现为中上腹痉挛性疼痛、饱胀
感和幽门梗阻症状，偶尔可扪及块状物。多数患者
可提供详尽的异物吞入病史，但也有一些患者不知
自己吞食了异物，而是在当天、数天或数年后出现并
发症的相关症状。食管异物可引起吞咽疼痛、吞咽
困难或完全性食管梗阻，有的伴反胃及流涎。婴幼
儿可表现为拒绝进食或慢性吸入性肺炎。胃的异物
可无症状，也可出现出血、幽门梗阻、早饱感及穿孔
所致的严重疼痛。

大多数异物可自行排出，但尖锐突出异物、细长
异物、钝性异物、食团嵌顿、毒性异物就需要急诊干
预治疗。而且在途中要尽量让孩子保持安静，因为
越哭闹越易发生意外。

上消化道异物

为患儿手术 市人民医院 供图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记者日前从
市卫生健康委获悉，1月28日，“四川天
府健康通”新增“代领健康码”功能，无
申请人数上限。

据了解，“家庭健康码”功能虽然也
能代家人申领健康码，但最多只能添加
5位家庭成员。“代领健康码”功能则没
有申领人数限制，方便面向公众的工作
人员，应对需要帮助他人临时申领健康
码的情况，更好地助力群众安全出行。

目前，代领健康码功能只供公共场
所帮没有智能手机的人员临时登记使

用。为了避免功能被滥用，仅支持人脸
核验后才能添加，且代领信息只能保存
1个小时，过时将自动消失。因此申领

成功后，可立即生成离线码保存至相
册，打印出来交给委托申领人，可在7天
有效期内使用。

“四川天府健康通”新增“代领健康码”功能

新华社悉尼电（记者 郭阳）澳大利
亚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免疫
系统在产生全身性免疫反应时不能对
局部感染作出有效的免疫应答，这意
味着一些慢性病或感染引发的全身性
炎症反应可能影响疫苗接种的有效
性。

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的
这项研究探究了当局部和全身性免疫
反应同时发生时，免疫系统将如何平衡

两种反应。研究发现，在应对全身性炎
症反应时，白细胞（免疫细胞）会从局部
淋巴结转移到全身各处，抑制了机体对
局部感染的反应。研究还发现，阻碍局
部反应的关键物质是具有防御功能的
蛋白质——干扰素。

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究了这一发现
对疫苗接种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疫苗都
是通过在手臂等部位局部注射的方式
接种，以此引发抗体反应，保护机体免

受之后的感染。
该研究所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系实

验室主任斯科特·米勒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病毒感染引
发的急性全身性炎症反应，不利于局部
免疫应答或接种疫苗，可以据此推测其
他引起全身慢性炎症的疾病也可能影
响疫苗接种效果。”

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细胞
报告》杂志上。

动物实验发现全身性炎症反应可能影响疫苗接种效果

打开“四川天府健康通”小程序——在首页下方找到“代领健康码”点击
进入——点击“添加他人健康码”——输入个人身份信息，选择一种人脸识
别方式——完成实名认证，即可申领健康码。

目前，人像认证有两种模式：反光识别模式（保持姿势不变，脸部不要有
遮挡）和读数识别模式（不能遮挡脸部，用普通话大声读出数字完成人脸识
别）。如果人像认证失败则无法代人申领健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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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 杨思琪）当
前，新材料正由轻质、多功能化向智能
化方向发展，应用越来越广。哈尔滨工
业大学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优化人工肌肉智能材料驱动性能，可以
解决电容依赖性问题，为后续设计具有
无毒、低驱动电压的高性能驱动器提供

新的理论基础。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冷劲松介绍，

智能材料是指一类可以在外界激励下
做出主动响应的新材料，具有自驱动、
自监测、自修复等多种功能，在人工智
能、智能制造、生物医疗、机器人等领域
具有广泛应用前景。聚合物纤维与碳

纳米管纱线人工肌肉是一种典型的智
能材料。

据了解，这种升级版的人工肌肉智
能材料，在空间展开结构、仿生扑翼飞
行器、可变形飞行器、水下机器人、柔性
机器人、可穿戴外骨骼、医疗机器人等
领域，具有巨大应用潜力。

人工肌肉智能材料研究取得新突破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谭谟晓）从2
月1日起，基于新规范开发的重大疾病
保险产品将陆续投放市场。记者了解
到，多家保险公司已推出新款重疾险产
品，并升级理赔服务。

这一新规范全称为《重大疾病保险
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 年修订
版）》，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联合中国医
师协会在2007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来。

据了解，此次修订建立了重大疾病

分级体系，首次引入轻度疾病定义，将恶
性肿瘤、急性心肌梗死、脑中风后遗症3
种核心疾病，按照严重程度分为重度疾
病和轻度疾病两级；增加了病种数量，将
原有25种重疾定义完善扩展为28种重
度疾病和3种轻度疾病，并适度扩展保障
范围；扩展了疾病定义范围，根据最新医
学进展，扩展对重大器官移植术、冠状动
脉搭桥术、心脏瓣膜手术、主动脉手术等
8种疾病的保障范围，完善优化了严重慢

性肾衰竭等7种疾病定义。
保险消费者可以看到，重大疾病保

险保障范围在旧规范疾病范围的基础
上，新增了严重慢性呼吸衰竭、严重克
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3种重度疾
病。

根据监管部门要求，保险公司新开
发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应当符合新规
范各项要求，不得继续销售基于旧规范
开发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

新重疾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