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注意六点   远离恼人的耳鸣
▲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蔡英晓

厨房中有无火焰的高温液体如沸

水、热油、钢水、高温固体如烧热的金

属等或高温蒸气，容易导致高温烫伤。

根据烫伤的程度不同，一般分为三

度：一度烫伤是指患者表皮颗粒层的损

伤；浅二度烫伤主要伤及患者的真皮浅

层，保留生发层；深二度烫伤主要是指

伤及患者的真皮深层；三度烫伤主要是

指出现骨骼肌肉的裸露。

烫伤后四件事情不能做

烫伤后首先不要惊慌，应立即用冷

水冲洗。冷水冲洗的目的是止痛、减少

渗出和肿胀，从而避免或减少水泡形

成。此外，有 4 件事情不能做。

不能撕扯受损皮肤  烫伤通常会导

致皮肤上面出现破溃的现象，也会伴随

局部肿胀、疼痛。在恢复期间，如果皮

肤上面已经出现了干皮，是不可以用手

去撕掉。如果用手去撕，很可能会导致

皮肤上面出现刺痛，甚至也会导致局部

出现炎症。

不能吃刺激性食物  烫伤后不能吃

辛辣刺激性食物，会对伤口造成影响，

例如辣椒、辣酱、洋葱等。这些食物容

易影响伤口愈合，甚至导致伤口创面情

况加重。同时，应该结合自身口味，选

择蔬菜、水果，如苹果、香蕉、土豆、

青菜、瘦猪肉，吃豆制品、奶制品，促

进伤口创面的愈合恢复。

不能接触热源  烫伤本身就是因为

皮肤受到高温刺激导致的，如果烫伤后

继续接触热源，会加重烫伤严重程度，

使患处难以愈合。生活中，患者需要尽

可能避免接触热水瓶、熨斗等发热电

器，洗浴时也不要使患处接触热水。

不 可 直 接 冰 敷 冰敷会导致冻伤，

也不要立刻涂抹药膏。涂抹药膏会让热

能包覆在皮肤上继续伤害皮肤。建议患

者立刻冲水降温，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

式。同时，烫伤后一定要记住保护好伤

口，避免出现二次伤害。如果出现这一

情况，对于伤口愈合不利，可能还会加

重病情留下病根。只有做好伤口的保护

才能避免这些不利影响。

同时，患者还要保持患处清洁卫生，

不要沾染灰尘等污染大的物质，也不要

胡乱使用一些所谓的偏方或秘方胡乱涂

抹治疗，更不要擅自在家把水泡挑破。

如果烫伤部位所形成的水泡并不是很

大，皮表并没有出现破损，这时不需要

进行挑破的。倘若烫伤的水泡过大，并

且伴随有明显的疼痛感，而蛋白有凝聚

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经

过消毒的针来进行挑破，随后挤出水泡

当中的水分，最后把水泡表皮原样进行

覆盖即可。

此外，建议患者不吸烟、饮酒。不

良生活习惯会影响烫伤区域血管，影响

局部组织供血和伤口恢复。

避免烫伤的方法

第一，要保持厨房地板干燥以及穿

有防滑阻力的鞋，在拿热食物时要注意

防止滑倒，端茶倒水时要小心，避免烫

伤他人。

第二，在厨房做饭或者从微波炉中

加热食物时，要先断电，然后戴上隔热

手套，再取出食物，以免因为锅或者是

水壶的热气引起烧伤或者烫伤。预防烫

伤一般是在平时生活当中避免接触高温

的火炉或者暖气片，也要避免让孩子或

者老人直接接触很烫的食物，更要远离

微波炉或者烤箱等加热的电器。

第三，家中的热水瓶不要放在地上，

以免滑倒，打破热水瓶，造成烫伤。

第四，洗澡和洗脚时要养成先试温

水的习惯，以免引起烫伤。部分患者后

期需要做手术治疗才能恢复，不是太严

重者可以做好护理和涂抹烧伤膏。

第五，要注意孩子与热源保持安全

距离，不可让小孩儿容易触碰到带热的

东西或者物品。

烫伤后不能做的四件事
▲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医院 邱加崇

耳鸣距离我们日常生活非常的“近”。

可能与睡眠不足、耳毒性药物、外耳道疾病、

中耳炎、梅尼埃病、血管性疾病等有关。耳鸣

主要的危害如下：

影响睡眠  患者晚上入睡困难，即便睡

着后睡眠质量也不好，常在半夜醒过来，再

也睡不着，情绪烦躁不安，精神状态差。

影响情绪  特别是持续性耳鸣声音大，

会引起心情低落、心烦意乱，可能会导致患

者越来越焦虑，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

影响工作学习  患者工作效率会变差，对

工作失去兴趣，甚至造成正常劳动力的丧失。

饮食调理

耳鸣可通过多食含铁食物、含锌食物、

含维生素食物，并减少脂肪摄入进行调理。

膳食纤维  适量增加全谷物、蔬菜、水果

的摄入，如燕麦、小米、苹果、菠菜、花菜等。

维生素和矿物质  不建议患者挑食，动物

内脏、新鲜蔬菜、水果等食物都要吃，可在医

生指导下服用膳食补充剂。

不饱和脂肪酸  建议患者食用少刺的深海

鱼、芝麻、核桃、葵花子、榛子等富含不饱

和脂肪酸的食物。食用油推荐橄榄油、菜籽

油等。

此外，建议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低盐饮

食，每日盐摄入不超过5 g，少用大酱、酱油、

鸡精、蚝油等调味品。同时，建议此类患者

低脂饮食，肉类去皮食用，严格控制煎、炸、

甜腻的食物，如炸鸡、肥肉、奶油蛋糕等。

生活习惯

养成良好习惯 患者平时应做到戒烟酒、

避免辛辣刺激性饮食以及充足休息等。

适当锻炼 建议患者平时适当锻炼身体，

多做自己所喜欢的运动，有利于获得更多的

积极情绪，减少负面情绪。建议患者有意识

地远离可能造成压力的工作、生活环境和人

际关系，适当“认怂”而不是事事“要强”。

室温适宜 保持家中清洁，经常开窗通

风，尽量保持室温 18~22℃，湿度 50％到

60％之间。在气候骤变时，患者应及时增

减衣服，以免感冒加重症状。

此外，如果耳内进入了污水，要及时擦

干。不要擅自挖去耳内的痂垢，以免伤害鼓

膜，痂垢应由医生来处理。

避免噪声污染

噪声可能会对人体的内耳听觉器官造成

损伤，长时间及一定强度的噪声刺激后或将

引起不可逆的损伤。因此，建议患者避免噪

声污染。

规范用药原则

在耳鸣的治疗上，需合理、有效使用药

物治疗，建议患者遵医嘱用药，并避免使用

具有耳毒性的药物，以免加重耳鸣。患者也

不要在症状加重或自我感觉症状良好时，就

随意增加或者减少药剂使用量，要谨遵医嘱。

心态平和

患者可以通过听轻音乐、阅读内容平缓

的书籍、外出旅游、与亲友聊天等方式缓解

压力，避免紧张、焦虑的情绪。无论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的情绪，两者都是自然存在的，

接纳情绪后会慢慢降低不良情绪带来的强烈

的反应。患者要积极乐观，不要消极悲观。

及时检查耳功能

对于发病时间较长、发病次数较多的患

者，要及时做耳功能测试，并在医生的指导

下规范治疗。

以上就是关于该病的科普知识。如患者

听力下降，应在亲友的帮助下外出。外出时

遵守交通规则，远离车多人多的道路，避免

发生交通事故。出现眩晕时应缓慢坐下或躺

下，避免行走、跑步等行为，以防摔倒。

对于耳鸣的预防，患者日常要做到：远

离噪音较大的环境；保持每日矿物质、膳食

纤维的摄入，降低疾病发生的概率；积极治

疗基础疾病，如梅尼埃病、内耳感染、颅内

肿瘤、脑血管病等，从而缓解甚至治愈疾病，

降低耳鸣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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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的急诊科里，有机磷农药中毒

患者屡见不鲜。本文详细介绍有机磷农药

中毒，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

中毒症状

有机磷农药中毒是指短时间内大量吸

入有机磷类的农药，或有机磷类的中毒物

质，导致患者出现以神经系统损害为主要

表现的疾病。通常患者是因为误服有机磷

或者接触有机磷而导致的中毒，有机磷由

皮肤或呼吸道进入体内所致，患者会出现

恶心、呕吐、腹痛、多汗、分泌物增多、

心跳减慢，以及瞳孔针尖样缩小等临床症

状。严重时，患者还会出现急性肺水肿、

周身无力、呼吸衰竭、神经系统一过性损伤、

意识丧失等情况。

中毒机制

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机制是抑制了胆碱

酯酶的活性，造成组织中乙酰胆碱的蓄积，

引起胆碱能受体活性紊乱，而使有胆碱能

受体的器官功能发生障碍，导致脏器、平

滑肌、腺体、汗腺等兴奋引起一系列症状。

有机磷农药中毒对人的身体损伤极大，因

此，在日常生活之中尽可能避免有机磷农

药中毒。

机磷农药中毒的治疗

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在临床上的救治步

骤如下：

彻底清除毒物 对于一部分皮肤接触的

中毒，要彻底去除接触的衣物，同时要用

清水或者是碱性水进行彻底清洗皮肤，终

止皮肤和农药接触。大部分有机磷农药如

果是口服中毒，要彻底给患者洗胃和导泄，

应用活性炭进行吸附，可以留置小胃管反

复洗胃，直到洗胃液澄清，没有蒜臭味。

应用解毒药物 有机磷农药可以应用

解磷定进行解毒，要早期足量进行应用，

同时患者如果乙酰胆碱的 M 样作用强烈，

可以给予患者阿托品，或应用长托宁进行

救治。

其他治疗 给予患者大量的补液、碱化

尿液，应用维生素 C、阿托莫兰等药物增加

肝肾的解毒能力。对于重症患者，临床上

也可考虑血液净化进行治疗。

预防措施

严格管理农药 配备专门的仓库来管理

各种农药，不要将农药和各种生活用品、

食物以及饲料等物品放在一起，一定要严

格按照相关的规定来配药以及使用药物，

装药所使用的器具要注意妥善处理。

做好防护 我们在使用有机磷农药的时

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护隔离工作，在配

药以及用药的过程中穿着合适的隔离服装。

如果皮肤不小心被污染，要注意及时使用

碱水清洗，这对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预防

来说有重要的作用。

注意食品清洁 预防有机磷农药中毒的

重要方式之一是做好食品的卫生清洁工作。

有机磷农药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被广泛应

用，导致很多的农作物上都会有残留的有

机磷农药。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食用农作

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对其进行仔细的清

洗，将农产品上面所残留的有机磷农药清

洗干净，避免误食，可以有效防止有机磷

农药中毒的发生。

有机磷农药中毒是我们日常生活最常

见的农药中毒，中毒作用迅速，主要作用

于人体的胆碱脂酶，使人体内的胆碱脂酶

不可逆性的损伤失活，从而造成全身多系

统的损伤，轻度的中毒会出现乏力、头晕

头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因此，我们

一定要谨慎使用有机磷农药，防止直接接

触到有机磷农药，避免有机磷农药进入人

体，达到预防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目的。

认识有机磷农药中毒
▲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程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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