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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县任先生来电：
前不久我被蜜蜂咬了一口，这几

天伤患周围都红了，而且很痒，请问
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抹什么药膏可
以解决？
达县人民医院医生答复：

任先生你好！这种情况建议用氨
水或者75%的酒精棉球局部消毒后，将
伤处毒汁挤出或者毒刺拔出，取活蜗
牛2-3个捣烂，外敷于伤处，10分钟
后痛止，次日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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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日。0
到6岁是自闭症儿童的最佳干预
期，如果家长能够早发现、早
干预，自闭症儿童的功能恢复
会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专家
表示，家长多因为专业知识储
备不足等原因，在自闭症儿童
干预方面容易出现四大误区。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
业委员会自闭症研究指导中心
主任孙梦麟接受采访时说，自
闭症作为一种严重的发育障
碍，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语
言交流障碍和刻板的行为举止。

孙梦麟介绍，自闭症一般
在生后或婴儿早期即有症状，
但家长常不能及时发现而及时
就诊。家长在自闭症儿童干预
方面存在四大误区：一是不接
受事实。二是有病乱投医，往

往道听途说，带着孩子到处奔
走，一个机构不行再换一个机
构，一个方法无效再换一个方
法，结果耽误了儿童的最佳训
练期。三是急于求成。自闭症
儿童需要终身干预，教育康复
是一个特别漫长又艰苦的过
程。一些家长完全依赖机构，
把孩子放在那里不管。四是不
注重塑造孩子的行为或技能。
有些家长自己训练孩子，由于
知识欠缺、时间难以保障，效
果甚微。也有“一对一”请家
教的，孩子“进步”很快。谁
知一送学校，就发现孩子不和
任何人交流。孩子只听从家教
老师，换了人就不行。只运用
条件反射原理而不注重孩子能
力以及塑造出来的行为或技
能，会因长时间没有得到强化

而逐渐退化。
相关专家还建议，家长应

多鼓励孩子，不要说这不对那

不对；多和孩子做游戏；培养
孩子在其他方面的注意力，找
到兴趣点。 （据新华社）

专家 自闭症儿童家长要走出四大误区

误区一
不分阴阳肾虚乱补一气

中医有着和西医完全不同的
体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因
人而异。肾虚又主要分为肾阳
虚、肾阴虚，分型不同，治疗的
原则也不同。市场上的产品多数
是针对肾阳虚的，对于肾阴虚的
人来讲，吃了不仅没有作用，还
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或加重病
情。即便是经典的六味地黄丸，
也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

误区二
肾虚是男人的专利

其实，肾虚并不是男人的专
利，女性也有可能遭遇。中医认为
虚的本质就是衰老。久劳伤肾的
“肾虚”之人衰老速度较快。现代
流行病学调查也发现老年人多见
肾虚症。说到这里，就明白了：肾
为先天之本，肾虚的人生理年龄迅
速增大，提早出现更年期症状。

误区三
黑眼圈是肾虚表现

有的人看上去眼圈黑，身体
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便说是“肾
虚”。其实，单纯眼圈黑不是病
态，现代医学认为，人的眼睑(眼
皮)及其周围组织很薄，如劳累、
失眠后，眼睑长时间收缩，能引起
血管充血，血流不畅，微循环障
碍，所以眼圈发黑。

出现黑眼圈用不着担惊害怕
乱吃补药，只要精神愉快，多活动

锻炼身体，充足睡眠，少则35天，
多则12周，黑眼圈随后也就消失
了。

误区四
耳鸣是“肾虚”惹的祸

耳为肾窍，肾开窍于耳，肾与
耳有较密切的相关性，所以很多
人一出现耳鸣不分缘由动辄从肾
论治，总以六味地黄补肾为主，但
见效只十之一二。耳虽为肾窍，
但临床治疗耳鸣不能仅仅责之于
肾，应从心肝脾肺肾多方论治。

误区五
将肾虚与肾衰混为一谈

肾虚是中医的说法，基本上
是根据患者的病症通过望闻问切
四诊来辨证的。而肾炎、肾衰是
西医的诊断，而且是要做客观的
尿液检查化验，发现了蛋白尿和
镜下血尿等才可能诊断，故两者
不能等同。当然，他们有时有点
联系，有些交叉性，就是说有所谓

肾虚症状的人不见得有肾炎，而
无肾虚症状的人不见得就没有肾
炎。

误区六
肾虚就是肾出了问题

很多病人一听说是肾虚，就
如临大敌，以为自己得了大病，性
能力肯定也是不行了。其实这种
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肾虚几乎是
每个人必然会经历的阶段，是人
衰老过程中一个必然现象。

误区七
功能下降就得补肾

许多肾病医生在治疗中经常
碰到一些哭笑不得的病人，一些
本应去男科的病人，误以为自己
得了肾虚，跑到肾病专科来。在
一项针对700多名ED患者的调
查显示，只有很少的人是因肾虚
引起的。如果随意在街边成人用
品店购买壮阳药，会加剧病情的
发展。 （综 合）

补肾 当心越补越虚

中医认为，肾位于腰部，左右各一，是人体重要的脏器之一，有“先天之本”之称。现如今随着生活
和工作压力增大，人们出现肾虚的情况也逐渐增多。但有些人“听风就是雨”，过于担心自己会肾虚，
从而导致进入一些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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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孙先生来电：
我常打嗝，可能是消化不良，胃

部隐痛，连喝茶胃都不舒服，已有半
年了。请问慢性胃炎吃什么中药好？
百年堂中医馆医生答复：

孙先生你好！建议你：1、多吃些
高蛋白食物及高维生素食物，保证机
体内各种营养素的充足，防止贫血和
营养不良，如瘦肉、鸡、鱼、肝肾等
内脏以及绿叶蔬菜、番茄、茄子、红
枣等。每餐最好吃2-3个新鲜山楂，以
刺激胃液的分泌。2、注意食物酸碱平
衡。当胃酸分泌过多时，可喝牛奶、
豆浆，吃馒头或面包以中和胃酸；当
胃酸分泌减少时，可用浓缩的肉汤、
鸡汤、带酸味的水果或果汁，以刺激
胃液的分泌，帮助消化。要避免食用
引起腹胀气和含纤维较多的食物，如
豆类和豆制品、蔗糖、芹菜、韭菜
等。当患有萎缩性胃炎时，宜饮酸
奶，因为酸奶中的磷脂类物质能对胃
黏膜起到保护作用，增加胃内的酸
度，抑制有害菌分解蛋白质产生毒
素，同时使胃免遭毒素的侵蚀，有利
于胃炎的治疗和恢复。

（本报记者 熊廷江）

现在很多人将“踏青”、
“荡秋千”等活动归于清明节，
这是有误的。二十四节气在
秦汉年间确立，清明节在其
中，它只是一个农事节，别无
它意；而寒食节起源却在远古
时代，称“祀火节”，它在夏历
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前
一二日。此日设供桌酹祭火
神，这一天古人禁烟火，意味
着让火神安歇赴宴。不许人
们动烟火便吃冷食，故称“寒
食日”。

春秋时期，介子推为拒绝
接受晋文公的封赏而背着老
母隐居山林，出走这天正是

“祀火节”，且又是带着冷食离
家。晋文公为纪念这位忠义
之士，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
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
食物。至此，“寒食”正式成了
节日之名。寒食节正是春暖
花开之际，祭完祖坟的人们便
开始采花摘菜、游逛风景，于
是，逐渐演变成了“寒食节”的
踏青活动。

古代寒食节很隆重，且游
戏颇多，荡秋千是个流传很广
泛的内容。古来文豪们赞美
秋千的文章很多，宋代名僧惠
洪的《秋千》诗最受人喜爱：
“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

人上天。花报润沾红杏雨，彩
绳斜挂绿杨烟。下来闲处从
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读罢
此诗，仿佛看到了一个盈盈含
笑的汗颜美人戏秋千的场
面。据说，唐代皇帝李世民为
嫔妃在绿荫中衣袖飘抖荡秋
千的场面而感叹，呼为“半仙
之戏”。也是从唐朝开始，寒
食节荡秋千在民间流行，深得
大户人家那些被禁在闺房内
读史书、练刺绣的千金小姐
喜爱，她们像出笼的小鸟一
样在秋千上翩翩起舞，往日
的孤独、郁闷得以宣泄。故
而，秋千又被称为“释闺闷”的

游戏……
时过境迁，往事如烟。现

在的寒食节已经不再忌火，离
了打秋千，寒食节也已渐行渐
远。唯有寒食节踏青和祭扫
活动还在继续，也被人们说成
了清明节踏青、扫墓。那么，
这其中的变故是什么呢？其
一是两个节日相连而被混淆；
其二则是现代人说的名人效
应。唐代诗人杜牧写了“清明
时节雨纷纷”的佳句，后来人
人皆知，使清明节名气大放光
彩，而寒食节名气则逐渐衰
败。

�杏 林�

古代寒食节习俗

踏青忌火荡秋千

通川区徐女士来电：
请问有没有治打鼾的偏方？

市中心医院医生答复：
徐女士你好！这样的症状在医学上

称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只要在临睡
前将3-4滴漱口液用温水稀释后漱漱口
就可以使鼾声减弱、停止。这种漱口液
中含有一种树脂油，具有特效止鼾作
用，能提高咽喉部黏膜的血液供应，使
咽喉腔黏膜处于充分供血状态，软腭和
悬雍垂就不会因松弛而振动，鼾声也就
减弱、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