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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大家还没做好迎
接夏天的准备，各地气温竟然
纷纷爆表，高温警报一次又一
次拉响！带着几分犹疑，大家
还是没有能抗拒空调的诱惑，
贪凉之人甚至一宿一宿地躺
在空调房。

都说“夏天的命是空调给
的”，但许多夏天的病，也是空
调给的。

原来还有一种病，叫做
“空调病”？

“空调病”是种什么病

医学上其实并没有一种
病叫做“空调病”，这是一个社
会学的病名，通常与空调的不
恰当使用有关。

如果一定要有个定义，那
么“空调病”是指长时间在空调
环境下工作学习的人，因温度
太低、空间密闭、室内空气不流
通，导致环境中病原微生物滋
生，出现鼻塞、咳嗽、打喷嚏、头
昏、耳鸣、乏力、记忆力减退、四
肢肌肉关节酸痛等症状。

说起症状，还要看各人的
适应能力，会存在比较大的差
异。有人是咳嗽、鼻塞、拉肚
子，可能是身体突然由高热的
室外进入凉爽的室内，无法很
好地应对快速的温差变化出现
的一些症状；有人是皮肤干、鼻
腔干、喉咙干，这是因为空调吹
出来的风湿度比较低，导致室
内空气干燥，容易造成上呼吸
道干燥，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
通常离开空调房就能缓解。

人们中招的三大原因

至于为什么会患上“空调
病”，往往是多个因素纠缠在
一起。比如引发过敏，通常这
个人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呆在
空调房里就容易出现过敏等
不适情况。

“空调病”的病因主要有
三大方面：

一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
中，空气湿度下降，干燥的环
境导致眼睛干涩、嘴唇干。夏
季穿衣少，身体皮肤裸露面积
大，即使不出汗，也会散失大
量的水分。再就是呼吸时，吸
入的是干燥的空气，呼出的几
乎是饱和的湿气，身体散失的

水分增加，鼻黏膜、气管黏膜
就会变干，黏膜的屏障功能降
低，严重时感冒病毒、细菌等
就会乘虚而入。

二是使用空调的房间密闭
性强、空气流动性差、风量小、
长时间不开窗、阳光不足，病原
微生物容易滋生。据统计，在
空调密闭室内 5 小时～6 小时
后，室内氧气下降 13.2%，大肠
杆菌升高 1.2%，其他呼吸道有
害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三是使用空调的房间室
内外温差大，机体适应不良，
容易造成人体生物节律及植
物神经功能紊乱。尤其是儿
童、老人以及体弱多病的病
人，因为机体调节功能差，更
容易出现不良症状，甚至导致
疾病的发生。

防治“空调病”的要诀

“空调病”多发生于夏季。
呼吸道、关节肌肉、神经系统
最易受累。“空调病”应以预防
为主，预防的要诀请收下：

做到尽量少开空调，多利
用自然风，降低室内温度，适
量流汗。

建议开空调的房间室温
恒定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
温差不宜过大，冷热剧烈相
搏，易伤身致病。

对办公一族来说，不妨常
备披肩。电脑前书写、打字等
长时间端坐的工作人员，需适
当增添穿脱方便的衣服。穿裙
女性则应在膝部覆巾予以保
护，同时注意间歇站起活动片
刻，以增进人体末梢血液循环。

千万不要一直呆在开空
调的房间内，可利用早晚气温
相对较低的时候，进行一些户
外活动。适当运动锻炼，流点
汗，再洗个温水澡，有利于“空
调病”的预防。

婴幼儿和老人免疫系统稳
定性差，抵抗力弱，直接对着空
调吹或频繁出入空调房间，更
易患上“空调病”。夏季孩子放
假在家，经常吃冷饮，肠道内外
都被“冷”控制着，容易导致胃
肠运动减弱，又拉又吐到医院
就医的孩子不在少数。所以家
长一定要适当控制。

（来源：健康中国）

“妈妈，感恩您！有您的大爱无
私的伟大，才有我今天如此的绽放，
像花儿一般的美丽灿烂、幸福！”
母亲节这一天，她提笔给“亲爱的妈
妈”写了一封信，让人泪目！

5 月，有一个节日，提醒着每一
个人把这一生的热爱与温柔给妈妈
留一份。

近日，省红十字会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母亲节”礼物——一封写在

“心脏B超单”背面的信。
这封信来自蒋女士，是她在“母

亲节”这一天写下的。三年前，正当
她因心脏病命悬一线、垂死挣扎之
际，一位母亲在她孩子的生命无法
挽回时，捐献孩子的心脏，让蒋女士
重获新生。每每说起捐献者，她就
忍不住哽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她
希望通过浙江省红十字会帮她转交
这封信和礼物给捐献者的妈妈：

“TA离开了人世，TA的妈妈一定很
心痛，希望妈妈能走出失去孩子悲
伤。TA 住在我身体里，TA 的妈妈
也就是我的妈妈！希望妈妈知道
TA现在过的很好！”

从活泼好动到卧床不起

蒋女士是杭州人，今年 47 岁。
20岁之前，她是个爱动爱笑、无忧无
虑的女孩；20岁时，因为一次久治不
愈的感冒，才检查出自己有肥厚性
非梗阻性心肌病。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有了这个
病的，可能是天生的吧，但我家里也
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史。”蒋女士说。

虽然是检查出了心肌病，但当
时年轻的蒋女士还感觉不到这个病
的凶险，她觉得自己与常人无异，照
样生活，照样结婚生子。24 岁生第

一个孩子时，她还是自然分娩的，只
是觉得分娩时心跳得有些快而已。

32 岁，她怀第二个孩子时也还
没有感觉，但快分娩时不行了，心跳
快得要爆炸一样，气急、胸闷，很难
受，医生着急得不行，蒋女士自己写
下“保小孩，后果自负”，所幸最终还
是顺利分娩了。

此后蒋女士的身体状况就一年
不如一年，她还记得，仅 2008 年正
月的一个月时间里，她就有 4 次房
颤发作，心跳能达到190次/分钟（正
常心率60～100次/分钟），多亏及时
送医才一次次抢救过来。

“发作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脏
就像是水龙头阀门打开一样，哗哗
哗流水一样不间断地跳，手脚完全
没力气，毛孔都竖起来了。”蒋女士
回忆道。

2017 年，蒋女士还去做过一次
心脏的射频消融手术，但效果不理
想，渐渐的，她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
理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静养。

这次除了换心脏
真是没办法了

2018 年 5 月的一天，蒋女士家
里人吃完晚饭，都去了楼下散步，她
想自己洗个澡，没想到，就这么一个
简单的日常活动，她到了生死边缘：

“我又呼吸急促、毛孔竖起来
了，整个人软瘫下去，但这时我还清
醒，我赶紧打电话让家里人上来。
家里人迅速上来，背着我下楼，开车
去离家最近的医院。那时候还在晚
高峰，又是一路红灯，我路上都还清
醒，求生欲还促使我说，快，快闯红
灯，闯红灯闯过去。”

坚持到了医院，蒋女士休克了，

医生当即发出病危通知书，半小时
后就给蒋女士用上了 ECMO。这
也意味着，蒋女士自己的心脏已经
没用了，只能靠人工心肺暂时维持
她的生命，如果没有人给她换一颗
心脏，她只有死路一条。

33天，等到了心脏

“躺在ICU，我时而昏迷，时而
清醒，最长时昏迷了 18 天。清醒
时，想到我才四十多岁，想到我尚
未成年的孩子，想到我的家，想到
只留下他们三个男丁的家里会混
乱成什么样，想到我的父母姐妹们
会如何悲痛，我的情绪就很糟糕，
也就在这段时间，ICU的医生为缓
解我的焦虑烦躁，在病床边为我弹
奏琵琶曲。”

就在蒋女士在 ICU 里经历生
死考验时，她的病情也牵动着大
家的心。那时病人使用 ECMO
维持生命的最长记录是 45 天，而
蒋女士已经在 28 天时，换了第二
个 ECMO。 当 医 生 再 一 次 告 诉
蒋女士的家人“今天晚上可能会
挺不过去”的时候，她的家人一边
焦急的等待心脏，一边开始准备
蒋女士的后事。蒋女士的妹妹走
进监护室问她有没有什么要交代
的？没办法说话的蒋女士写下

“ 器 官 捐 献 、后 事 从 简 、老 小 你
管”，一个字一个字，字字艰难，字
字无奈。

2018 年 6 月 12 日，当 ECMO
用到第 33 天时，蒋女士的家属接
到通知，有一位患者家属愿意捐献
心脏，各项指标与蒋女士匹配还比
较合适。蒋女士家属马上同意了
做移植手术。

第二天一大早，心脏供体送到医院，
医生们马上为蒋女士进行了心脏移
植手术。

她终于被救回来了！

第二次生命
一个人要活出两个人的精彩

移植了心脏的蒋女士，一点一
点恢复，到了去年，她已经可以下地
活动了；今年，她已经和普通人无异，
能跑能跳，能开车几个小时，能坐飞
机，她又恢复了她闲不住的天性，到
处去走走看看。就在 3月底，她还和
家人一起坐飞机去武汉旅游。

然而，只要一提到为她捐献心脏
的捐献者，爱笑的蒋女士就忍不住哽
咽，她说她受惠于捐献者，但每每想
到捐献者已经逝去，总还是会觉得难
过：“我真的很感谢捐献者和TA的家
人，他们真的很伟大，他们挽救的不
止是一条生命，挽救的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的幸福。”

心脏手术后的第三天，浙江省红
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代替捐
献者家属去看望她。她永远记得当
时协调员说的话：“你要好好为自己
活着，更要好好为捐献者活着！”

因为器官捐献都是“背靠背”，信
息双盲，所以她无法直接向捐献者家
属表达她无以言表的感激，她只能每
天摸着自己的胸口感恩，带着“捐献
者”一起去看美景、吃美食。

“我不光为自己而活，我要TA的
生命也在我身上得到延续，要一个人
活出两个人的精彩。”

她也登记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
愿者，身后要把能用的器官全部捐
献。

浙红

“空调病”你中招了吗

5 月 6 日 16 时 18 分，从杭
州开往三穗的列车刚驶过长
沙南站，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护士、杭州市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老师盛敏刚从
洗手间出来，一阵疾呼声惊动
了她。04车1排靠窗坐的一位
男士面色苍白，站在一旁的男
士的弟弟不知所措。

盛敏急忙上前询问，但患
者已经呼之不应，盛敏又急忙
摸了摸脉搏，发现极其微弱，
无法测到，患者此时已经大汗
淋漓，情况看上去不太妙。

盛敏又问患者家属相关
疾病史，是否进食过。家属诉
其有高血压病史，中午时曾呕
吐过，吃进去的食物都吐光
了，后来便再也没吃东西。盛
敏马上大声喊来坐同一车厢
13排的葛丽珍医生，并通知家
属联系乘务员。葛医生赶来
后，立即查体，结合患者症状
和病史，考虑是低血糖昏迷。
在疾驰的列车上，口服补充糖
分是首要之选。

打开乘务员拿来的急救箱，
发现仅有一些常用药和血压计，
并无高渗糖水。列车员拿出含
糖果汁和巧克力代替，葛医生边
压人中，边大声呼唤患者，让患
者尽量进食果汁，患者勉强进食

一些果汁后，稍稍能睁开眼，但
意识仍处于模糊状态。

“别担心，我们是医务人
员，有我们在，没事的。”葛丽
珍和盛敏用言语安慰着他，又
抚摸着他的手。葛丽珍和盛
敏就这样一直陪伴着他，鼓励
其进食一些巧克力和一点水。

终于，18 时 26 分，列车经
停湘潭北站，家属要求就近下
车，拨打 120，盛敏为其测血压
70 / 40mmHg，患 者 神 志 略 转
清，面色较前好转，她们和乘
务员一起护送患者下车，弟弟
不善言辞，但他的眼里已经泛
出了泪花，不停道谢。

“列车就要启动了，请尽
快上车。”这两位来自杭州的
医护临上车前还不忘嘱咐他
们一些注意事项。

5月7日中午，列车员通过
微信告知盛敏和葛丽珍，患者
入院后确实被诊断为低血糖
昏迷，经妥善治疗后，已经于 7
日上午好转出院。患者和家
属也再次对她们的帮助表示
感谢。两位高年资医护紧密
配合，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
遇到突发事件不慌乱，诊断正
确，处理及时，发挥医者本色，
呵护了乘客的生命健康。

王晨

讲红十字好故事 传人道正能量

“红十字感动人物”爱心事迹展播

“我和父母发自内心地向您说
声谢谢！感谢您的帮助，在这个本
身就值得感谢的日子里。”5 月 12
日，云和县 25岁小伙邱世杰收到这
份特殊的感谢信。当天，在杭州某
医院，他通过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远
方一位陌生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受助者用这种温暖的方式向其表达
谢意。

邱世杰是云和县赤石乡人，
2018年成为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的
一名一线抢修队队员。2019 年，他
在参加义务献血时，加入了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说起自己
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志愿者的经历，邱世杰满脸不好意
思。他说：“献血的时候，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多留一个血
样，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如果匹配成功就能挽救一个
生命。我想这也是我生命价值的最
好体现，所以就报名了。虽然之前
参加好几次义务献血，但是从来没
有想到过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当时
曾犹豫过，经过一番思考后才下定
决心。”就这样，邱世杰留下了自己
的血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
今年4月，邱世杰接到云和县红

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位血液
病患者初配成功，当即表示“愿意捐
献”。“对于患者而言，造血干细胞移
植是他唯一有可能根治疾病的希
望。”在和家人商量后，邱世杰决定捐
献造血干细胞，“一开始家人有些担
心，后来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向他们
讲述了相关知识后，大家都表示理解
和支持。同事们知道后也主动帮我
查找资料，嘱咐我照顾好身体，工作
单位还给我放了假。”

5 月 8 日，邱世杰入住采集医
院，开始捐献准备工作，每天打两针
动员剂，把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动
员到外周血中，并开始清淡饮食，以
保证捐献工作顺利进行。

打了 4 天动员剂后，5 月 12 日，
邱世杰迎来了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日
子。打完最后一针动员剂后，正式
开始采集，邱世杰躺在采集床上，鲜
红的血液从右手臂流出，经过血液
分离机，一点点分离出造血干细胞
混悬液，剩余的血液通过另一根软
管回输到他的体内。

经过 4 个多小时，邱世杰成功

捐献 252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采集结束后，这份“生命的种子”由
专人第一时间护送到患者所在医
院。邱世杰成为了省第 684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也是首位云和户籍
造血干细胞捐赠者。

“非亲缘间的造血干细胞配型

成功的概率很低，只有万分之一到
十几万分之一的概率，希望有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库，做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爱心使者，
奉献自己的爱心，挽救他人的生
命。”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呼吁。

洪文婷

云和95后小伙传递生命的种子 点亮生的希望

百 姓 故 事

5 月 19 日下午，温岭箬横镇 91
岁老党员柯禹平离世。家属按老
人遗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浙江大
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事业。“除
了捐赠遗体，他还要求百年之后丧
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柯
禹平的老伴李小仙说，老头子兑现
了他 18 年前的承诺。

扶贫济困，永葆党员本色

柯禹平于 1930 年出生在箬横
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虽然家境
贫寒，但他刻苦上进。

“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党员，为
人民服务。”这是柯禹平年轻时的梦
想。1980 年，50 岁的柯禹平正式加
入中国共产党。

柯禹平在工作上兢兢业业，时
刻为人民服务。退休后，便一直从
事扶贫济困公益活动。他说，党员
就是要不断地为党为人民做有益
的事。

“1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老伴看
到一位流浪汉躺在公园里，于是让
我找被子和衣物送去。结果，浪汉
不见了。我们找了半个多小时，直
到把棉被和衣物交到流浪汉手里，
老伴才放心离开”李小仙说。

入党 40多年来，柯禹平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用行动和善举兑现他
入党时的铮铮誓言。

18年前，老人就有捐献意愿

早在 18年前，柯禹平就有捐献
遗体的想法。“当时听说捐献遗体，
我和两个儿子根本接受不了，家人
一致反对。”李小仙也是党员，当过
教师和校长，但对于老伴的决定根
本无法理解。

事情就这样耽搁了两年。“他常
常和我说，人活着应该有贡献，要向
祖国、共产党报恩。”在李小仙的印
象中，丈夫说得最多的话是，“遗体
火化了没有用，还不如捐献给国家，

用于医疗研究。”
尽管家人反对，但柯禹平捐献

遗体的意愿越发强烈。2005 年 3
月，他写信给浙江大学医学院解剖
教研室，表达了捐献遗体的意愿。
收到浙江大学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
回信后，他一直珍藏着。

柯禹平对于捐献遗体的执着，
李小仙都看在眼里。她的态度也从
最初的反对到最后的支持。

“父亲一直给我们做思想工
作，说捐献遗体对医学有贡献、对
国家有贡献，这是他最后能为国家
做的事。我们做儿子的，只能尊重
他的意愿和选择，也算是一种尽
孝。”两个儿子最终同意并支持父
亲捐献遗体。

老伴和两个儿子签字同意，他
捐献遗体的心愿总算了了一半。

大爱精神，深深感染旁人

柯禹平患有糖尿病 20 多年，

长期卧于病床上。2017 年，他第
一次住进温岭仁谐老年病专科医
院。那会，柯禹平的精神状态挺
好。

“后来他摔倒过，去杭州做了手
术，身体就每况愈下。”李小仙说，期
间回家住了一阵子，2019年3月2日
再次住进温岭仁谐老年病专科医院
病房。

得知老人捐献遗体的决定，该院
所有医务人员都特别感动。“这需要
特别无私的情怀。”该院护士长应丹
萍说。

“我们被他的大爱行为感动
了，也感谢老人对医疗科研的支
持。”温岭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
捐献器官是生命的延续，捐献遗体
是对医学事业的贡献。他们呼吁
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遗体器官
捐献志愿者行列, 将生命和大爱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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