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高

在古代，重阳节又叫“登高节”。重
阳登高习俗的由来，有如下三点：

其一为感恩和祈福。重阳节在农
历九月，这个时令正值秋收。人们感恩
上苍的雨露滋润了大地，让万物生机
勃勃，带来一年的收获；感恩上天给予

人们健康的身体，让人们安然度过这
一年；同时期盼来年风调雨顺，再获丰
收。那么，人们为何登高祈福呢？这是
因为从阴阳观念来看，山为阳、泽为
阴，高为阳、低为阴，山巅峰顶正是极
阳与重阳之处，于重阳节登高祈福以
求吉祥，可以让自己的心愿直达天庭。

其二为“使志安宁”。《素问·四气
调神大论》曰：“秋三月，此谓容平。天
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
兴，使志安宁。”秋季是平和收纳的季
节。养生之要是“使志安宁”，即人们
应保持淡泊宁静的心境、豁达乐观的
心态，使情志安定平静，以缓解深秋
肃杀之气对人的影响；收敛夏季向外
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收敛的
秋气，达到相互平衡。正如隋唐时期
医家孙思邈在《千金方·月令》中所
说：“重阳日，必以看酒登高远眺，为
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秋高气爽，
天高云淡，正是“清气上扬、浊气下
沉”的好时节。高巅之上清气上升，人
们可以通过登高，顺应天地之气机，
养心健肺。登高时，人们在大自然中
忘却烦恼，释放心中的压力，有助通
畅血脉，对防治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等大有益处。

其三为期盼长寿。在民俗观念中，
“九九”与“久久”同音，含有生命长久、
健康长寿的寓意，故重阳节又有“老人
节”之说，寄托着人们对老年人健康长
寿的美好祝福。

赏菊

菊花是“长寿之花”，重阳节正是

一年的金秋时节，此时菊花盛开，所以
重阳节又叫“菊花节”。据传，赏菊、饮
菊花酒的习俗源自东晋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以隐居、诗酒闻名，他的“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佳句流传至
今。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九
月初九，菊花傲霜怒放，赏菊成为重阳
节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关菊花的最早记载是东周的
《大戴礼记·夏小正》，其中描述说：“九
月荣鞠。鞠，草也。鞠荣而树麦，时之急
也。”菊花作为物候的标志，可以指导
农业生产。菊花性微寒，味甘、苦，在

《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服之轻
身耐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
出，菊花“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
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自本
至末，罔不有功”。可以入药的菊花一
般有三种：杭菊（黄菊花）、滁菊（白菊
花）、野菊花，在午后采撷，将其晒干即
可。其中，白菊偏重平肝养目，黄菊偏
重散风解热，野菊花则偏重清热解毒。

下面，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菊花
的饮法，大家不妨一试。

菊花山楂茶
取菊花 10 克，加山楂、金银花各

10克，代茶饮用，能化瘀消脂、清凉降
火、减肥轻身，适合肥胖症、高脂血症、
高血压患者饮用。

三花茶
取菊花、金银花、茉莉花各少许，

代茶饮用，可清热解毒，适用于防治风
热感冒、咽喉肿痛、痈疮等，常服更可
降火，有宁神静思的效用。

菊花茶

取菊花10克，茶叶3克，加水一并
冲泡，可防治早期高血压。

插茱萸

重阳节又被称为“茱萸节”，佩茱
萸、插茱萸成为这一天的“标配”。唐代
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
写下了“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
一人”的名句。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种
常绿带香的植物，有杀虫消毒、逐寒祛
风的作用。木本茱萸有吴茱萸、山茱
萸、食茱萸之分，都是有名的中药。

重阳节所插茱萸为吴茱萸。吴茱
萸有“辟邪翁”的称谓。古人认为，在重
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
佩戴于臂，或做香袋佩戴于身，也可直
接将茱萸插在头上。

关于吴茱萸，民间还有一个有趣
的传说。春秋战国时期，吴茱萸原本生
长在吴国，称之为吴萸。有一年，吴国
将吴萸作为贡品进献给楚国，楚王见
了大为不悦，不听吴臣解释，将其赶了
出去。幸亏楚国有位精通医道的朱大
夫追上去留下了吴萸，并种在自家的
院子里。某日，楚王受寒而旧病复发，
胃疼难忍，诸药无效。此时，朱大夫将
吴萸煎汤，治好了楚王的病。楚王得知
此事后，立即派人前往吴国道歉，并号
召楚国种植吴萸。

为了让人们记住朱大夫的功劳，楚
王把吴萸更名为吴朱萸。后来药学家认
为“朱”字不妥，但为了纪念朱御医，便
在“朱”字加上“艹”字头，写成“茱”正式
取名为吴茱萸，一直沿用至今。

今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

初九）是重阳节。在《易经》阴阳

观念中，一、三、五、七、九为阳

数，二、四、六、八、十为阴数，九

为阳数之极，农历九月九日，日

月并阳，前一九应日，后一九应

月，二“九”相重合，故曰“重阳”，

也叫“重九”。

在古人眼里，“重阳”是一个

吉利并值得庆贺的日子。早在战

国时期，重阳节就已经形成。到

了唐代，重阳节成为民间的节

日，并沿袭至今。我国民间素有

在重阳节登高、赏菊、插茱萸等

习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重

阳习俗，品味传统文化。

重阳至说习俗品文化
◎李敬孝

武警官兵爱心献血
助孕妇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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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环比小幅回落

9月份我州

CPI同比由涨转跌

鲜菜价格环比小幅下降
甘孜日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甘

孜调查队调查显示: 9月份，我州
部分鲜菜供应稳定，价格逐步回
落，影响鲜菜价格环比小幅下降
1.8%，环比由涨转跌较上月下调

3.0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4%，低
于去年价格水平），监测的33种鲜
菜、鲜菌规格品中 8 涨 10 平 14
降，上涨的鲜菜、鲜菌品类较上月
减少6种，跌面为43.4%。

甘孜日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甘
孜调查队调查显示：今年9月份我
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由涨转跌下降 0.2%，指数较上月
下调了1.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
能源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8%。指
数较全国低0.2个百分点，较全省
高 0.6 个百分点，较周边凉山、雅
安分别高0.7、0.8个百分点、较阿
坝低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
同比下降 3.7%；非食品价格上涨

0.7%；消费品价格下降 1.2%；服
务价格上涨 1.9%；工业品价格下
降0.3%。

9月份CPI环比下降0.4%。八
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5降3涨”。
其中教育文化娱乐、食品烟酒、居
住、其他用品和服务、生活用品及
服 务 类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1.2% 、
0.7%、0.3%、0.3%、0.1%，交通和
通信、衣着、医疗保健类环比分别
上涨0.4%、0.2%、0.1%。

甘孜日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甘
孜调查队调查显示:9月份我州猪
肉价格环比小幅下降 3.0%（同比
下降27.4%），月内价格看，9月份
本地月末毛猪价格为8.8-9.0元/
斤，边口猪肉为12.3-12.6元/斤，
与上月末价格基本一致。下降主
要还是受到上月购进价格下调持

续影响。整体来看，“双节”提振效
果尚不明显，猪肉需求相对稳定。
目前猪价回升缺乏利好因素支
撑，价格反弹不具备延续性，但目
前还未到猪肉传统消费旺季，预
计短期内猪价还是以稳为主，可
能会有小幅上涨。

本栏据甘孜调查队

近期，儿科门诊经常会碰到家

长问：“医生，我家孩子这两天反复

高烧，是不是支原体肺炎了？”“医

生，我家孩子发烧、咳嗽3天了，是

不是支原体肺炎啦？”肺炎支原体肺

炎来势汹汹，不少孩子都“中招”了。

这让许多家长感到很焦虑。那么，肺

炎支原体是什么？孩子感染了肺炎

支原体，家长该如何应对呢？

肺炎支原体不可怕做好预防是关键

什么是肺炎支原体？咳嗽、发热就是
感染了肺炎支原体吗？

支原体是能独立存活的最小微生
物，属于非典型病原体。肺炎支原体是其
中的一个亚型，是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
菌。患儿感染肺炎支原体后，主要威胁呼
吸系统，症状与大多数呼吸道疾病相似，
包括咳嗽、发热、喘息、流涕等。患儿感染
了肺炎支原体后，不一定会得肺炎，症状
较轻者对症治疗可痊愈。一些症状严重的
孩子可能会出现肺炎支原体肺炎，并出现
肺内外并发症，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所谓的“不典型”，就是肺炎支原体
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而是一种无细
胞壁结构的病原微生物，像是没有穿“外
套”的细菌。普通血常规无法检测出肺炎
支原体，常规的“青霉素”“头孢”治疗也
对肺炎支原体无效。

那么，如何诊断孩子是否感染了肺
炎支原体呢？

核酸检测和血液检测都能帮助检测
肺炎支原体，发病早期采用核酸检测很
容易检出阳性，而血液检测一般要发病
一周后才能检测出来。核酸检测方法对
于实现早发现、早治疗非常重要。家长发
现孩子咳嗽，有典型症状时，可以考虑做
咽拭子检测，判断孩子是否感染了肺炎
支原体。

单次肺炎支原体抗体滴度≥1∶160，
可作为诊断肺炎支原体近期感染或急性
感染的参考。急性期和恢复期肺炎支原
体抗体滴度呈4倍或4倍以上增高或减
低时，可确诊为肺炎支原体感染。

肺炎支原体有传染性吗？孩子感染
后会有哪些典型症状？

肺炎支原体有传染性。肺炎支原体
感染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是主要的传染
源，潜伏期为1~3周，潜伏期内至症状缓
解数周，均有传染性。

肺炎支原体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患
者在咳嗽、打喷嚏、流鼻涕时，分泌物中
均可携带病原体。

肺炎支原体感染以发热、咳嗽等为
主要症状，可伴有头痛、流涕、咽痛、耳痛
等。发热以中高热为主，持续高热者更要
重视。咳嗽较为剧烈，可类似百日咳样咳
嗽，婴幼儿以喘息为主要表现。肺炎支原
体引起的咳嗽在热退后，还可持续 1~2
周。肺部早期体征可不明显（此时肺部听
诊可能没问题），但随着病情进展，可出
现呼吸音降低和干、湿性啰音。肺炎支原
体肺炎病情发展迅速，建议家长要注意
观察孩子的病情变化，如果孩子咳嗽剧
烈、发热持续不退，需及时行X线检查或
胸部CT检查。

肺炎支原体感染可引起上呼吸道感
染，也可引起肺炎等下呼吸道感染，还可
引起肺外并发症，如自身免疫性溶血性
贫血等。

因此，如果孩子出现发热伴有剧烈

咳嗽，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就诊，尽快查明
病因，规范治疗，切忌自行盲目用药。

孩子生病后，到医院看病怕交叉感
染，不去医院又怕耽误病情，该怎么办？

当孩子出现呼吸困难或者呼吸急
促；反复发热或高热不退，体温超过
39℃，持续超过5天，或因发热而引起惊
厥；精神萎靡或异常烦躁；面色改变、尿
量减少；呼吸时鼻孔张开等症状时，要及
时就医。

肺炎支原体没有细胞壁，大家所熟
悉的青霉素和头孢类抗生素都是以细胞
壁作为靶点，因此这类药物对肺炎支原
体完全无效。

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如罗红霉素、
阿奇霉素，目前为肺炎支原体感染的首
选治疗药物。

如果孩子精神状态良好，发热、咳嗽
症状不是很重，可居家治疗。家长要让孩
子多休息、多饮水，同时可以让孩子口服
一些止咳祛痰类药物及清热解毒类药物。

重点提示
肺炎支原体感染这样预防

目前还没有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的
疫苗。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最重要的是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尽量避免到人群密集和通风不良的
公共场所，必要时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咳嗽、打喷嚏时，使用纸巾捂住口
鼻，或用手肘或上袖等遮挡，将用过的纸
巾丢入带盖垃圾桶中。

注意手卫生，使用肥皂、洗手液在流
动水下清洁洗手。如果没有流动水，可用
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等擦拭双手。

肺炎支原体流行高发季节，注意室
内通风，每次通风不少于 30 分钟，以保
持空气流通。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适量运动，增
强身体抵抗力，注意保暖，避免受凉。

学校、幼儿园等重点场所要注意通
风消毒，做好日常的清洁工作，加强健康
监测，避免出现聚集性感染。

【多了解一点】
孩子被诊断为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医

生一般都会开具阿奇霉素干混悬剂。说服
孩子吃药，对家长来说简直是“老大难”。
如何冲泡药物，能让孩子更容易接受呢？

阿奇霉素是一种大环内酯类抗菌药
物，主要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而起
到抑制细菌的作用。

由于阿奇霉素原料药本身味道极
苦，且难溶于水。药剂师便用一种黏合剂
——羟丙基纤维素，把香精、蔗糖等黏附
到阿奇霉素周边，形成颗粒状，使其在水
中呈混悬状。这样不仅能掩盖阿奇霉素
的苦味，还增加了水溶性，使其成为具有
芳香气味并带甜味、适合宝宝服用的干
混悬剂型。

溶解阿奇霉素干混悬剂的水温是关
键，跟用水量多少关系不大。当水的温度
超过 45℃时，黏合剂的黏度会骤然下
降。此时，香精、蔗糖都与阿奇霉素分离
开来，水越热越不容易溶解，而阿奇霉素
的苦味也会冒出来。所以说同一种药，不
同水温，会苦会甜。如果是婴幼儿，建议
少量多次喂服。

另外，由于阿奇霉素的终末消除半
衰期约为68小时，即该药在体内“滞留”
时间较长，用药3天之后，仍有约一半药
物留在体内。因此，临床在使用该药时，
以3天或5天为一个疗程。如果一个疗程
结束，患儿病情严重还需继续使用，就要
暂停4天之后再使用。 据《健康报》

注意防护。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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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行动全民控盐
心脑血管疾病是居民致死

和致残的首要病因，高血压是
心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食
盐过多可导致高血压，目前我
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
率高达27.5%，减盐被公认为是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经济有效
的措施之一。

盐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调味品，盐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是氯化钠，过量的摄入钠可能导
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中风。
甘孜州居民饮食习惯普遍口味
偏重，平均每人每日烹调盐摄入
量远超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推荐的食盐摄入量5克/
天。居民钠的摄入，72%为烹调
盐的贡献，8%为酱油的贡献，剩
余20%主要来源于预包装食品、
外卖食品等。因此，家庭是减盐
行动的主战场。日常生活中，家
庭如何践行减盐行为呢？

提高减盐意识
家庭成员主动提高使用减

盐工具的意识。家庭主厨主动
学习减盐知识，掌握减盐技能
技巧。家庭成员相互提醒和鼓
励，有意识采取减盐措施，主动
实施减盐行为。高血压患者应
更加注意减少食盐的摄入。

科学选购食材
宜选择新鲜的肉类、鱼类、

蛋类、蔬菜和水果；购买预包装
食品时，查看配料表和营养标
签，根据营养标签选择钠含量
低的食品；减少选购钠含量高
的酱腌菜、腌腊肉制品、蜜饯等
食品；关注罐头食品、膨化食
品、挂面、面包、饼干等食品中
钠的含量，减少盐含量过高的
零食摄入。

烹调过程减盐
配备和使用减盐工具。家

中配备定量盐勺、盐罐等减盐
工具，烹调时使用定量盐勺量
化添加盐的使用量。根据家庭
用餐人数和三餐习惯，按家庭减
盐目标计算一段时间内（如一天
或一周）用盐总量，将盐放入限
盐罐并单独存放，餐餐使用。

选择合适的调味品。选择适宜
的 调 味 品 ，避 免 过 度 调 味 。
合理搭配食材。多选用天然和
新鲜的食材，优化搭配，利用食
物自然风味，减少盐过多摄入。
处理食材时尽量避免腌制。烹
饪天然食物尤其是海产品等富
含钠的食物时宜少放食盐。

优化烹饪方式。宜采用蒸
煮方式，减少红烧、酱爆等烹饪
方式；菜肴出锅前放盐，控制食
盐添加总量。

巧用调味方法。善用葱、
姜、蒜、辣椒、柠檬、香菇、芹菜、
香菜等调味。

宜选择低钠盐替代普通食
盐。宜选择低钠盐替代普通食
盐（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强
度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及服
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
适宜高钾摄入人群除外）。

外卖食品选择
购买外卖食品时主动要求

少放盐。
改进就餐方式

就餐过程中不宜重复调
味。不宜再添加食盐。不宜食用
菜肴剩余的菜汤或汤泡饭。减
少腌菜和酱菜等腌制品的食用
量和频次，食用时宜使用清水
清洗浸泡除去部分盐分。

州疾控中心

截至 9 月底，四川省已提前超额完
成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目标任
务。10月17日，记者从四川省卫生健康
委获悉，四川省260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1.7万支家庭医生团队目前为23.69
万名 65 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免费提供
了“三个一”健康服务，即开展一次上门
健康管理，提供一套上门健康指导，开通
一条健康咨询热线。

四川省委、省政府将失能老年人“健
康敲门行动”纳入2023年民生实事重点
推进。根据 2023 年度目标任务，该省要
为20万名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免费

提供“三个一”健康服务。四川省卫生健
康委将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列入
全省卫生健康十大行动重点部署，组建
四川省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工作
专班，制订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
实施方案，安排资金 6960 万元，列出 6
大类13项健康服务清单，确保民生实事
有力有序推动落实。其中，成都、德阳、达
州、眉山等市将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
动”与老年人健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等工作一并推进。

四川省各地探索健全居家老年人社
区健康服务模式，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务人员从“坐堂行医”向“主动上门
服务”转变，推动解决失能老年人看病就
医不便、专业护理技能缺乏等急难愁盼问
题，让失能老年人在家便能得到健康服
务。其中，成都市青羊区文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通过分片包干、服务
到户等方式，为每位失能老年人确定“一
对一”家庭医生团队，向失能老年人公示
家庭医生团队信息和健康咨询热线。

为提升服务质效，四川省政府办公
厅组织对 21 个市（州）包括失能老年人

“健康敲门行动”在内的 30 件民生实事
进行现场督查。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组织

人员对自贡、雅安等12个市进行调研指
导，坚持月通报制度，定期通报目标任务
和项目资金执行情况，推广各地好的经
验和做法，形成“比学赶超”工作局面。

该省部分市州也探索出了较好的经
验做法。比如，什邡市严抓培训，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培训家庭医生600
人次，提升家庭医生老年医疗护理服务
能力；内江、资阳等市成立“健康敲门行
动”专项督导组，对所有县（市、区）进行
全覆盖督导，并将督导结果纳入年度绩
效考核。

据《健康报》

四川提前完成“健康敲门行动”目标
为23.69万名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免费提供“三个一”健康服务

甘孜日报讯“武警白玉中队
吗？我这里是白玉县人民医院。现
在我们这里有一待产孕妇重度贫
血，随时有生命危险，医院没有血
库……”近日，武警甘孜支队白玉
中队指导员周志高在开展日常训
练过程中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电
话那头声音急切希望寻求武警官
兵的帮助。

一番细问后了解到，白玉县
人民医院妇产科住院部收治了一
名待产孕妇，在医生初步检查过
程中发现产妇面色苍白无血色，
再测量血压和进行血常规检查
后，确认产妇血色素仅有正常人
的三分之一，属重度贫血，妊娠风
险为高危橙色，极易在待产过程
中出现胎儿窘迫及产时产后出
血，甚至危及母儿生命。本应向上
一级医疗机构转院治疗，但因路
途遥远，产妇已有先兆临产症状，
极易在转院过程中加重病情，出
现生命危险。

经过该院内儿科、检验科、急
诊科等相关科室集体讨论后，评
估产妇系经产妇，有一定的生产
经验，目前亟待解决的就是产妇
贫血现状，可以通过输血改善，决
定将产妇留院分娩。但医院无血

库和中心血站，血浆来源成了难
题，由此有了该中队政治指导员
周志高接到的求助电话。

“血型为 A 型的同志请出列
……”在详细询问产妇血型后，武
警甘孜支队白玉中队迅速组织官
兵排查血型，在符合献血条件的
官兵中派出陈灿佳、旦尼罗珠、秦
颢博、胡洋 4 人前往医院无偿献
血。经过十多分钟的化血、验血，
最终陈灿佳符合献血条件，为产
妇献血400cc。

产妇经输血治疗后，身体各
项指标逐渐好转。该院妇产科医
生、儿科医生依旧严密观察产程
进展及胎心变化，随时做好抢救
新生儿及预防产后出血的准备，
在各科室的通力协作下产妇顺利
分娩，母女平安，女婴体重2190g，
是一名低体重儿。后续经过妇产
科所有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产
妇和女婴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
出院。

事后，官兵献血救人的事迹
在白玉不胫而走，他们用爱心和
行动履行着军人的使命和担当，
立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
子”，广大干部群众交口称赞。

甘孜日报实习记者 罗文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