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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消毒

（稿件据科普中国网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中风”又被称为“脑卒中”，是一种急
性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
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
起脑组织损伤的疾病。

刘广志介绍，中医“中风”这种概念的
首先提出，是在汉代名医张仲景的《金匮要
略》这本书里。中医概念中的中风包含三
个方面，一是风邪侵入机体内；二是痰湿阻

塞了经络；三是气滞血瘀。这三个方面的
病理作用共同形成了流涎、口眼歪斜等等
这样的表现，称为中风。从西医的观点来
说，由于血管受到了病变的作用，导致缺
血，或者出血，引起相应神经系统功能受
损，出现的一些症状和中医的“中风”是相
吻合的。虽然症状相吻合，但中医与西医
关于中风的理论基础是不一样的。

中风曾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老龄疾病。但在日益
走高的中风发病率中，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患中风
已不再是新鲜事，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卒中的认知。

刘广志介绍，近年来中风发病趋于年轻化，在
医院经常能见到30岁~40岁的患者。他们其中有
很大一部分平时存在工作压力大和熬夜、饮食不
规律等不良生活习惯。

现代人盐、糖、油的摄入量逐渐增加，这些改
变会增加慢性病的风险，如高血压病、糖尿病、高
脂血症等，同时造成脑卒中发病率升高。

随着现代都市生活、工作需要等改变，生活习
惯也发生巨大的改变，吸烟、运动量少、睡眠作息
不规律等方面体现了一些年轻人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引发的青年卒中也屡见不鲜。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大一部分人往往会因
为自己是壮年，就以为自己不会得病，缺乏健康的
管理意识，如体检发现血脂异常却并不重视。

这些现象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关于脑卒中
的一些健康知识的知晓率还比较低，有进一步科
普的必要。

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中风造成的伤害不仅
是在病人本身，往往还牵涉到整个家庭、整个社
会。所幸的是，如此重大的疾病可以通过危险因
素的管理得到控制，只要我们重视这些危险因素，
把预防做好，那么就可以减少中风的发病率。

对于中风要早期进行预防，刘广志提示，我们
要认真对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高同型半胱氨
酸血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打鼾）等疾病，这些疾
病都会增加患中风的危险性，及时治疗这些疾病可

以降低患中风的风险。
从生活层面讲，要控制体重，让BMI保持在正

常范围内、不要过度摄入高热量食物、注意监测血
压、控制盐的摄入、保持平和的心情、坚持运动等
都是预防中风的策略。

我们在日常也要关注身体有没有中风的前
兆，如血压升高、头晕头痛等，如果出现了“FAST”
原则中任何一个或者一组症状就要立即去医院就
诊，减少中风带来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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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里面的“中风”和西医所说的“脑卒中”是一回事吗？

近年来，中风的发病率直线上升，发病年龄也趋于年轻化。中风和高血

压有关系吗？我们自己如何判断中风症状？预防中风有哪些策略？

带着这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国卒

中学会免疫分会常委刘广志，为大家详细讲解关于中风的主要症状、主要危

险因素以及治疗和预防脑卒中疾病的相关措施，普及相关健康知识，增强公

众的健康意识。

刘广志介绍，根据一项关于卒中的大
型病例对照研究，确立了十大卒中危险因
素：高血压、高血脂、吸烟、缺乏运动、腹型
肥胖、心脏疾病、饮食、酒精、糖尿病和心
理因素。其中，高血压是最重要的危险因
素。

据悉，收缩压每升高10mmHg，中风
的相对危险增加 49%，舒张压每增加
5mmHg，中风发病的相对危险增加46%。

因此，预防高血压成为了预防中风的

最主要途径之一，长期有高血压疾病的患
者在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会加速大
脑动脉粥样硬化，日久则会出现血管狭
窄，阻碍血液流动时就会导致缺血性脑中
风；当大脑动脉壁变脆、坏死时，大脑动
脉血管破裂，从而可发生出血性中风。因
此，高血压患者应积极规范化控制血压达
标，避免不良嗜好，适当进行户外运动控
制体重达标，并应注意平衡膳食，调节情
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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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导致中风的最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时间就是生命。快速识别脑卒中的症
状，并及时将患者送至医院接受救治非常
重要。日常生活中，大家应如何识别脑卒
中的症状呢？

刘广志提到，识别卒中早期症状有一
个非常简单的“FAST口诀”。

其中“F”-Face是指面部，面部不对称
或口角歪斜是中风的一个症状，可以让患
者微笑看脸部有没有不对称，如果患者在
微笑的时候面部不对称，可以考虑是否出
现了卒中。

“A”-Arms是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
或麻木，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让中风患者
举起双臂时，两侧手臂通常不能同时上举
或力度不一致；

“S”-Speech是指语言，中风患者通常
会说话含混不清、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Time是指时间，上述症状提示可
能出现卒中，应立即拨打120求助。刘广志
提示，一旦有症状出现就要开始特别警惕，
时间对于疾病未来的治疗和后果都是非常
重要的，越早救治，越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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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口诀”教你快速识别脑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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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有年轻化趋势，更“偏爱”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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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中风的策略

多数消毒剂具有很强的刺激性，比如刺激我们的眼睛
和喉咙等方面，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消毒剂给人体带来的一
些伤害？

第一，应该避免盲目消毒、过度消毒，消毒要有针对
性。

只有在通过消毒能够切断传播途径的时候才有必要
实施消毒。同时，如果我们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阻断传播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最安全有效的方法，最经济便捷
的方法，消毒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

第二，应该在确保消毒有效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安全
性好的消毒剂和消毒方法。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消毒剂是否安全与使用方法有比
较大的关系。我们比较常见的季铵盐消毒剂与过氧乙酸、
过氧化氢、含氯消毒剂比较，季铵盐消毒剂在做擦拭消毒、
浸泡消毒的时候，通常安全性比较高，但是用它去做喷雾、
熏蒸、气雾消毒的时候，吸入带来的安全风险就相对较
高。所以，针对不同的消毒对象和消毒方法来选择消毒剂
就非常重要。具体的消毒剂的选择，可以参考联防联控机
制综发〔2020〕195号《常用消毒剂使用指南》。

第三，消毒剂的使用浓度不是越高越好，使用的量也
不是越多越好。

使用浓度和剂量只要能够达到消毒效果就可以了，因
为过大的剂量会伴随安全风险。使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按
照消毒剂说明书规定的用量来使用。

第四，使用消毒剂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护。
消毒的时候，无关人员应该尽量远离消毒操作区域，

消毒的工作人员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戴手套、戴口罩、戴
护目镜、穿防护服，使用防化过滤器等装置，来保证工作人
员的安全。

（据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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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种叫猴痘的疾病引起
了全球关注。2022年5月13日至
5月21日，短短9天时间，英国、美
国、西班牙等12国累积报告120例
猴痘确诊和疑似病例。世界卫生
组织也发布预警，随着监测力度加
大，可能会有更多病例出现。

什么是猴痘？

猴痘并不是一种“新发传染
病”，早在1970年就有人类感染的
报道，其后主要在中西非国家流
行。引起猴痘的病原叫猴痘病毒，
是一种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属的
DNA双链病毒，与天花病毒是近
亲。

猴痘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并
不是只能感染猴子，只是他第一次
被人类发现时是在猴子身上，并且
以皮肤水泡或皮疹为主要症状，因
此被称为“猴痘”。实际上，多种动
物都是猴痘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
啮齿类动物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

咋个传播？

猴痘病毒可能通过破损皮肤、
黏膜或呼吸道进入人体从而引起
感染。其主要传播途径是通过动
物传人，如被感染动物抓伤或咬
伤、接触感染动物的体液、血液等，
食用烹饪不当的感染动物也存在
风险。猴痘病毒也通过人传人，密
切接触感染者呼吸道飞沫、体液，
或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都有可

能发生感染。

有啥症状？

感染猴痘病毒后，潜伏期大约
为7—14天（最长可达21天），初期
症状包括发热、头痛、肌肉痛、背
痛、淋巴结肿大、乏力等，发热1—3
天后，出现以面部和身体其他部位
大面积皮疹的特征性症状。猴痘
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症状通常在
14—28天内消退，但也可能继发严
重并发症，在近期报道的病例中，
病死率约3%—6%。

怎么预防？

目前还没有针对猴痘病毒的
特效药和疫苗，但世界卫生组织指
出，接种天花疫苗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预防猴痘。除此之外，我们仍可
采取其他积极的预防措施。

在猴痘流行或有猴痘病例报
道的地区，应避免与啮齿类动物和
灵长类动物直接接触，或避免接触
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血液和
未煮熟的肉类。当自身出现类似
猴痘症状时，应及时向疾控中心或
卫生专业人员报告。

在我国，目前尚未报道猴痘病
例，也没有报告在动物宿主上发现
猴痘病毒。由于我国严禁入境携
带除猫狗外的所有动物，因此通过
动物传入的可能性不大，但仍需加
强动物检验检疫及入境人员监测，
严防输入。 （据四川疾控）

关于猴痘，这些知识你要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