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时期，除
了口罩、酒精、洗手液等防护用品外，
很多人也买了家用紫外线灯在家自行
消毒。但近日，由于紫外线灯使用不
当，导致伤眼的事件频频发生。据媒
体报道，2月3日中午，家住深圳的方
女士就因为使用紫外线消毒时未离开
客厅而导致眼睛灼伤。如何正确使用
紫外线灯？眼睛被灼伤怎么办？听听
专家怎么说。

日前，张女士因为从医院就诊回
家恐带回病菌，因此赶紧打开紫外线
灯进行全身消毒。其间，张女士在客
厅里待了20多分钟。当天晚上，她的
眼睛出现红肿、痛痒、异物感等症状，
第二天也没有好转，不得已去医院眼
科就诊，医生了解前后经过并结合张
女士的临床表现，认为张女士是因为
使用紫外线灯消毒不当导致的眼睛灼
伤。

紫外线灯消毒时人应离开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孟

晶副主任医师介绍，紫外线灯是利
用汞灯发出的紫外线来实现杀菌消
毒功能，它放射的紫外线能量较大，
如果没有防护措施，极易对人体造
成巨大伤害，特别是对眼睛造成伤
害。因为眼睛里含有很多蛋白质，
紫外线使蛋白质凝固变性，角膜上
皮坏死、脱落，造成角膜损伤，表现
出来的症状就是眼红眼痛、怕光睁
不开眼、流泪、有强烈的异物感，并
有视物模糊的情况。

孟晶介绍，紫外线照射灼伤眼睛
通常有个潜伏期，快的是半小时后发
作，慢的6~8小时后才发作，患者很难
当场发现。她提醒，使用紫外线灯进
行消毒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使用紫外线灯进行消毒时，人
应该离开紫外线能照射到的区域。开
了灯后人就马上离开，一般来说，开灯
关灯的那一两分钟是不会产生什么大
问题的，如果有条件，也可佩戴防护眼
镜开灯关灯。在公共场合，如果碰到
紫外线消毒，应及时避开，特别要注意
避免皮肤角质层较薄的儿童误入紫外
线操作区域。

2. 紫外线灯照射的时间 30分钟
至1个小时为宜；为了保证有效消毒，
紫外灯不要放在地上，可以放的稍微
高一点，至少离地1米。

3.带臭氧的紫外线灯不仅对眼睛
有害，对裸露的皮肤也有损伤。因此，
建议使用完后，一定要开窗通风20分
钟以上再进房间。

症状轻微可暂先自行处理
如果已经被紫外线灼伤眼，可以

这样处理：
如果自觉症状很严重，需要马上

就医，眼科医生一般会给予镇静、止痛
消炎药或收缩血管的眼药水等。一般
经过应急处理，症状会慢慢好转。

如果被紫外线照射的时间短，
症状比较轻，在目前这种疫情防控
期间，可以自行去药店买药使用，主
要是两种药，一种是消炎药，如氧氟
沙星或左氧氟沙星，一种是生长因
子。孟晶介绍，生长因子主要是促
进损伤的角膜上皮快点修复。这两
种药的副作用都比较小，可以自行
用药在家里观察两三天，如果自觉
症状有减轻可以继续使用一周左
右。一般经过用药，大部分患者都
会好转。如果自觉没有好转，则需
要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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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灯消毒 小心灼伤眼

为什么洗手能够有效预防呼吸
道传染病？

洗手是预防传染病最简便有效
的措施之一，日常工作、生活中，人
的手不断接触到被病毒、细菌污染
的物品，如果不能及时正确洗手，手
上的病原体可以通过手和口、眼、鼻
的黏膜接触进入人体。通过洗手可
以简单有效地切断这一途径，保持
手的清洁卫生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怎样保证洗手效果？
洗手是减少手部细菌、病毒最直

接有效的办法之一，正确洗手是关
键。正确洗手是指使用流动水，肥
皂或洗手液洗手，每次洗手应揉搓
20秒以上，应确保手心、手指、手背、
指缝、指甲缝、手腕等处均被清洗干
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含酒
精的免洗洗手液进行手部清洁。

洗手的步骤有哪些？
1、用流动水将双手淋湿。
2、取适量肥皂或洗手液均匀涂

抹双手。
3、认真搓洗双手至少20秒。
第一步，洗手掌。手心相对，手

指并拢相互搓揉。
第二步，洗手背。手心对手背，

手指交叉，沿指缝相互搓揉。
第三步，洗指缝。手心相对，手

指交叉，相互搓揉。
第四步，洗指背。一手弯曲呈空

拳，把手指关节放在另一手的手心，
旋转搓揉。双手交换进行。

第五步，洗拇指。一手握住另一
只手的大拇指，旋转搓揉。双手交
换进行。

第六步，洗指尖。一手五指指尖

并拢，放在另一只手的手心，旋转搓
揉。双手交换进行。

第七步，洗手腕。一手握住另一
只手的腕部，旋转搓揉。双手交换
进行。

4、用流动水冲洗干净双手。
5、捧起一些水，冲淋水龙头

后，再关闭水龙头（如果是感应式水
龙头不用做此步骤）。

6、用清洁毛巾或纸巾擦干双
手，也可用吹干机吹干。

什么时候需要洗手？
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为了避

免经手传播，应注意洗手，洗手频率
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以下情况应及
时洗手：外出归来，戴口罩前及摘口
罩后，接触过泪眼、鼻涕、痰液和唾
液后，咳嗽打喷嚏用手遮挡后，护理
患者后，准备食物前，用餐前，上厕
所后，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如扶
手、门柄、电梯按钮、钱币、快递等物
品），抱孩子、喂孩子食物前，处理婴
儿粪便后，接触动物或处理动物粪
便后。

外出不方便洗手时，该怎么办？
可选用有 效 的 含 醇 速 干 手 消

毒 剂 进 行 手 部 清 洁 ，特 殊 条 件
下，也可使用含氯或过氧化氢手
消毒剂。使用时用量要足够，要
让手心、手背、指缝、手腕等处充
分湿润，两手相互摩擦足够长的
时间，要等消毒液差不多蒸发之
后 再 停 止 。 但 是 ，对 公 众 而 言 ，
不建议以免洗的手部消毒液作为
常规的手部清洁手段，只是在户
外等没有条件用水和肥皂洗手的
时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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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多数人会重视“外
防护”——戴口罩、酒精、消毒液、护目
镜等，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内防护”——
提高自身免疫力，降低被病毒侵袭的风
险。

如何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曾
青山给支招。

饮食原则:营养充足、均衡
想要通过饮食来提高身体抵抗力

和免疫力，最重要的就是营养的摄入
要充足、均衡。有的人每天吃一大堆
保健品来维持身体的免疫力，殊不知
提升免疫力最好的来源是天然健康的
食物。

曾青山建议，日常饮食要多样化，
每天三四餐，做到摄取谷薯类 250-
400克、牛奶1-2杯、蛋鱼肉豆类大约
120-200 克，蔬菜 300-500 克、水果
200-350克。尽量吃多种类的食物，
不要总是吃某些特定的食物，这样容
易造成营养偏废。

时下正是复工期，对于上班族来
说，蔬菜及水果明显摄取不足，所以，
每餐一定要吃蔬菜水果。

这些食物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1、吃多糖类食物，如香菇、木耳

人体的免疫力大多取决于遗传基
因，但是饮食、睡眠、运动、情绪等因素
也很重要，其中饮食更是具有相对决
定性的影响力。

目前公认的能提升免疫力的食物
为多糖类，研究发现大量食用真菌、植
物多糖等多糖类食品有助提升机体免
疫力，香菇中已证实含有一种干扰素
诱导剂，能干扰病毒蛋白质的合成，提
高抗病毒免疫力。

曾青山建议，多吃菌类，如香菇、木
耳、灵芝，以及银耳、竹荪等。此外，还有
植物多糖类如魔芋、莼菜、萝卜等，但并不
是短时间内大量吃，而要长期有规律地摄
入。

2、常喝牛奶
蛋白质不仅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

本元素，同样也是构成白血球和抗体
的主要成分。身体如果严重缺乏蛋白
质，会使淋巴球的数量减少，造成免疫
机能下降，所以一定要多摄取优质高
蛋白质的食物。例如新鲜的瘦肉、鸡
鸭鱼、蛋类、牛奶以及奶制品，建议一
天喝两杯牛奶，维持适当的蛋白质摄
取，还要多喝酸奶，适当饮用含有优质
乳酸菌的饮料，促进体内的微循环。

3、常吃大蒜

不要忽视每天吃两个蒜瓣。大蒜
不仅抗氧化，还能提升免疫力和抗病
毒，对于巨细胞病毒有抑制作用，可促
进T淋巴细胞转化，增加白血球及巨
噬细胞的活性。

4、全面补充微量元素，要注意补
充的维生素主要有维生素C、维生素E
和B族维生素

维生素C能增加白血球吞噬细菌
的能力，提升血液中干扰素的含量，是
有效的抗氧化物和增强免疫力的维生
素。维生素E为自由基的克星，也可
促进抗体产生，增强免疫细胞的作
用。B族维生素与抗体、白血球的产生
有关，缺乏维生素B群会影响到淋巴
球的数量及抗体的产生。

休息原则:充足的睡眠 适量运动
乐观情绪

在科学营养的饮食之外，曾青山提
醒，保持充足的睡眠、适量运动、保持乐
观情绪对于提高免疫力均有益处。

1、睡眠充足抵抗力好
科学研究表明，睡眠时人体会产

生一种称为胞壁酸的睡眠因子，此因
子促使白血球增多，巨噬细胞活跃，肝
脏解毒功能增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
和病毒消灭。人进入睡眠状态后，各

种有益于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过程便
随即开始。

所以，每日的睡眠最好保持至少8
小时，因为长期睡眠不足会给机体造
成损害，包括思考能力减退、警觉力和
判断力下降、免疫功能低下。

2、坚持进行有氧运动
在饮食、睡眠之外，运动也是构筑

良好抵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显
示，如果人每天运动30到45分钟，每
周5天，持续12周后，免疫细胞数目会
增加，抵抗力也相对增加。而运动的
类别则以中轻度有氧运动为佳，而且
要经常进行，这样不仅能提高免疫力，
还能缓和情绪，缓解压力。

建议中年人周末出门郊游，老年
人则可选择在早晨或饭后进行散步和
打太极拳。而对于精力充沛的年轻
人，可以选择游泳或骑脚踏车。

3、要保持乐观的情绪
免疫力与人的情绪其实关系密

切，已经有研究发现，敌视、悲痛、失
落、忧愁等消极情绪都能导致人体免
疫力下降，而开朗活泼的性格、愉快的
情绪则会提高人体免疫力。因此，人
只有在内心平衡愉悦的状态下，免疫
力才是最强的。 羊城晚报

防“疫”别只顾外防护 提高免疫力更重要

“你的体温 36.2℃”“你的体温
35.3℃”……这是记者进入工作场所
和回到住家小区时，测得前额体温的
常态。

我们知道，健康成年人的体温是
相对恒定的，约为37℃，因测试部位、
时间、季节及个体差异等因素影响略
有差异，当体温超过正常值时被称为
发热。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体
温超过37.3℃的须如实报告，并自驾
车或联系 120 救护车到发热门诊就
诊。

我们外出时面临的这“温柔一
枪”，所得的这些红外体温检测数值
靠谱吗？会不会存在误差？如果误差
普遍偏大，会不会不利于新冠肺炎疫
情的防控？那“一枪”对准哪里，测得
数据可能更准确？

红外测温仪因“疫”普及
发 热 是 SARS、禽 流 感 、甲 型

H1N1型流感等传染病重要的首发症
状，而体温检测则是诊断此类病例的
首要环节。因此，在疾病预防和临床
中，体温测量非常重要。

目前，常见的体温测量方式主要
有两种，一种是以水银体温计为代表
的有接触式测量方式，其测量比较精
准，但存在潜在的汞危害，目前世界
上已经有很多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水银
体温计；另一种则是以红外体温仪为
代表的非接触式测量，可大大降低交
叉感染的概率，并且更为方便快捷。
当一些具有发热症状的传染性疾病暴
发时，红外体温仪往往被广泛应用于
医院、机场、车站、出入境检疫站点等

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
起初由于技术还不够成熟，红外

测温技术仅用于对温度精确程度要
求不高的普通工业领域。同时，这
种非接触式的测温办法会受到各种
外在条件的影响，对精度造成一定
影响。但在 2003 年 SARS 疫情暴发
后，人们将原本用于工业的红外测
温仪稍做改良后，投入到对人体温
的测量，并在医疗保健领域迅速普
及开来。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在
全球肆虐。此时全国口岸检验检疫部
门基本都采用了新型的红外测温设
备。近年来，不断优化的红外测温技
术，用于埃博拉出血热、寨卡病毒病、
黄热病疫情等防控工作。

随着非接触红外人体测温仪品种
不断增多，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医
疗用的红外测温仪的精准程度也得到
了提高，但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红
外测温仪的测量结果和实际体温有时
候会出现较大差异。

精度易受外部环境影响
人们最早认识红外线是在 1800

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发现，
自然界中一切温度高于绝对零度（-
273℃）的物体，每时每刻都会辐射出
红外线。随后，1821年德国科学家赛
贝克发现了赛贝克效应；1859年，德
国物理学家基尔霍夫以热平衡的理论
为依据，得出基尔霍夫辐射定律。这
些研究都为后续红外技术的有效发展
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依据，红外技术
也因此得到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根

据这些原理，人们可以对物体辐射的
红外能量进行采集、量化，然后从量
化结果计算出物体温度。

也就是说，任何温度大于绝对零
度的物体，都在不停地向周围散发红
外辐射，其能量大小与物体表面温度
和波长分布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物
体自身的红外能量，可以测定其表面
温度，这也是医用红外体温测量仪的
工作原理。

红外测温仪一般由光学系统、光
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
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光学系统汇聚
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红外
能量聚焦在光电探测器上并转变为相
应的电信号，该信号经过放大器和信
号处理电路，并按照仪器内的算法和
目标发射率校正后转变为被测目标的
温度值。

其中，红外探测器是对红外辐射
信号进行量化的设备，是整个红外测
温技术的核心，主要用于采集红外辐
射信号并量化，其核心部件是红外焦
平面阵列。这个阵列采集到强弱不等
的红外辐射信号后，将其转换为电信
号，再经过电压放大、转换等一系列
处理，最终量化出不同的数值。

但物理辐射度会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如灰尘颗粒、水蒸气，而红外辐
射有着强烈的吸收性。在测温距离的
增加下，测温器件对于辐射的感知能
力也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如果被测对
象温度是确定的，在测量距离、目标
物发射率、环境温度的影响下，测温
器感受到的物体温度也会出现差异，

这必然会降低测量的精度。
因此，要想得到精准地测量数据，

最核心的还是提升产品的质量标准。
一种方法是校准红外线测温仪，第二
种方法是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设置红外
线测温仪的发射率。这些任务我们还
是交给厂家，因为这不是一般普通人
或一位社区测温工作人员所能做的。

测额头或许不如手腕准确
中国计量技术研究院专家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测温仪的测量准确
度首先与仪器本身的准确程度及仪器
自身质量有关；其次，测量仪器在实
验室的标定温度与实测温度之间计量
标准的不同，也容易引起测量误差；
第三，现在测温仪测的都是人的额
头、手心、脸部等部位，测量结果属于
人的体表温度，而体表温度可能受人
活动状态的影响产生波动，因此它并
不一定能真正代表人体温度。

比如当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逆风而
至，结果额温仪测量显示34℃或者无
法显示数值。额温枪的说明书上也有
提醒，使用者及红外额式体温计于使
用前请保持在稳定的室温内至少 30
分钟。但在疫情防控期，我们无法做
到等候30分钟再测体温。

宁波市第一医院医学工程部的工
作人员在反复测试后，研究出了一个
额温仪测量的小窍门。请被测人员露
出被衣服覆盖、没有暴露在空气里的
手腕部分皮肤，在距离手腕6－8厘米
处进行测量，这样测量出的温度更接
近人体真实温度。

科技日报

测温枪为啥测不准？可能一开始就错了……

佩戴口罩是抵御新型冠状病毒的
基本手段。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时时
刻刻佩戴口罩，出门是不是必选N95
呢？其实不然，在不同的场合，我们
可以选择戴口罩或不戴口罩；在不同
的公共场合，我们可以选择佩戴不同
的口罩。

如何使用好我们手中数量有限的
口罩，怎样既能延长它们的使用寿
命，又能安全有效地守护我们的健
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宁给
您支几招。

佩戴不佩戴口罩，佩戴什么样的

口罩？应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来确
定，如果是独处，没有与外人密切接
触，可以不戴口罩。一家人健健康康
宅在家里，在自己的私家车上，可以
不戴口罩。如果是出入于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比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超市购物、乘坐电梯、封闭办公，或者
到普通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建议您
佩戴普通医用口罩，也叫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回家后将口罩置于洁净、
干燥的通风环境下，自然晾干，还可
以重复使用。

而对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工作人

员，和与疫情相关的行政管理者、警
察、保安、快递员等，还有普通门诊
病房的医护人员，居家隔离人员及
其家人，建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此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延长口罩
的使用时长和更换频率。一般来
说，如果口罩没有明显的脏污、变
形，可以不必四小时一换。但如果
口罩出现了脏污、变形、损坏、有异
味时，需及时更换。

对于网上出现的很多给口罩消毒
的做法，比如蒸锅蒸，消毒液洗、微波
炉消毒等，不建议您这么做。因为这

样对材质的损害，是不可预知的，很
可能造成口罩变形、老化、变松，从而
导致过滤效率下降，过滤层受损，或
者没有办法达到气密性要求。

最后想提醒您的是，我们常说的
N95 或 KN95 等医用防护口罩，在健
康人的日常情况下，是不必要的，但
对于时常与新冠肺炎病人密切接触的
一线医护人员，却是必须的防护物
资。我国目前医用防护口罩的生产力
有限，让我们理性防护，戴合适的口
罩 ，把 N95 留 给 真 正 需 要 的 人 。

人民健康网

如何节约使用口罩？给您支几招

1、蘑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主任许

新华表示，蘑菇里香菇最好。香菇也就
是常说的“山珍”，富含维生素B群和维
生素D原，可有效提高免疫力，抗肿瘤、
降血脂，大家每天都可以多吃点。

蘑菇还含有特殊的“保健”成分
——蘑菇多糖。蘑菇多糖具有较强的
抗癌防癌作用，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
长，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营养物质。

2、红萝卜
红萝卜含有一种糖化酵素，能分解

食物中的亚硝胺和木质素，使体内的巨
噬细胞吞吃癌细胞的活力提高二至四
倍，从而能增加机体免疫力，抑制癌细
胞的生长，起到防癌抗癌的作用。

而且生食红萝卜可以降血脂和胆
固醇，并可预防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疾
病。

红萝卜可以直接带皮生吃，还可以
拌凉菜，如糖醋萝卜丝。将萝卜洗净切
成丝，放入适量白糖和醋拌匀即可食
用，酸甜适口，入口清爽。

3、蜂蜜
蜂蜜有极好的抗菌消炎、防腐的功

能。优质的蜂蜜的保质期可达永久，因
此长期服用，能提高免疫力，预防细菌
病毒感染，对于脂肪肝也有奇效。

4、娃娃菜
国家高级营养师赵英敏指出，娃娃

菜是种“超小白菜”，但它的钾含量却比
白菜高很多。据测定，每百克娃娃菜中
约含287毫克钾，而同样重量的白菜仅
含钾130毫克。钾是维持神经肌肉应
激性和正常功能的重要元素，经常有倦
怠感的人多吃点娃娃菜可有不错的调
节作用。

常见的“上汤娃娃菜”就是很好的
做法，可加些金针菇，用鸡汤来做高汤，
对提高免疫力也有好处。

5、盖菜
又称芥菜。提到叶酸大家都想到

菠菜，其实芥菜的叶酸含量是绿叶菜中
排行第一的。芥菜维生素C的含量也
仅次于甘蓝菜。其还含有类黄酮素、萝
卜硫素和吲哚素等，可预防细胞老化、

肿瘤和癌症，提高免疫力。
6、红枣
解放军第309医院营养科主任左

小霞表示，红枣中的芦丁可软化血管，
而环磷酸腺苷有提高免疫力和抗癌的
作用。但红枣是温热食物，吃多易上
火，每人每天3至5颗为宜。

7、紫薯
紫薯含有大量黏液蛋白，能够防止

肝脏和肾脏结缔组织萎缩，提高机体免
疫力，预防胶原病发生。紫薯中所含有
矿物质对于维持和调节人体功能，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所含的钙和镁，可以
预防骨质疏松症。

8、香蕉
北京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李

长平表示，香蕉富含维生素B6，而维生
素B6对增强人体免疫力有良好的作
用，它还可以防止皮肤癌和膀胱癌。维
生素B6还可以保护肾脏不患结石症，
而且对失眠症有治疗作用。维生素B6
的摄入量不需要很多，每天2毫克就可
以了，相当于2个香蕉中的含量。

除了香蕉以外，富含维生素B6的
食物还有鸡肉、鱼、动物肝脏、马铃薯、
梨和葵花子等。

9、葡萄干
葡萄干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天然

果糖，可快速补充能量。上班族，特别
是女性，可以每天吃一小把葡萄干，对
缓解手脚冰冷、腰痛、贫血等现象，对提
高免疫力都有好处。此外，葡萄干对降
低胆固醇和疏通肠道也有效果。

10、魔芋
魔芋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植物纤维

及一定量的黏液蛋白，具有预防动脉
硬化和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吃
魔芋还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所含的甘
露糖酐和优良膳食纤维有防癌作用，
并且能防止便秘和减少肠道对脂肪的
吸收。

魔芋可做成各种菜式，如凉拌魔芋
芹菜、炒魔芋豌豆、魔芋鸡蛋汤等。但
是，魔芋生食有毒，必须煎煮5分钟左
右即可食用，每次食量不宜过多。

人民健康网

营养专家推荐10种食物助力提升免疫力

抗疫期间，高血压患者该注意
些什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区文超教授针
对大家关心的以下三个问题一一解
惑。

问题1：高血压患者更易感染新
冠肺炎？

区文超指出，在疫情早期，人们
一度认为老年人比年轻人和儿童更
易感。但随着疫情防控进展，目前
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普遍易感，大家
都要根据指引做好防护。

问题 2：居家隔离，高血压患者
如何管理好血压？

对于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区文
超建议首先要做好基础的防控措
施，隔离并治疗感染患者，保护易感
人群，做好日常防护。

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隔离的
高血压患者要做好日常的自我血压
测量，坚持定期服药。部分患者可
能存在就医不便、药物配备短缺等
情况，可以通过网络诊疗的方式帮
助解决。同时，要消除对疫情过度
恐慌的心理，缓解焦虑情绪，减少血
压波动。

居家期间，如果血压出现大波
动并且伴随有相关症状，可以在有

效防护的情况下及时到社区医院甚
至二级以上医院就诊。

居家隔离的患者还要注意饮食
调节，注意控制盐的摄入，适当选择
优质蛋白饮食，多吃点蔬菜、补充维
生素等。

问题 3：面对疫情，高血压患者
是否要停用ACEI/ARB？

最近，有高血压患者留意到微
信圈流传的某些信息，称口服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I 或者血
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ARB 可能会
增加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担心是
否需要停药或调整。

区文超解释，临床上常用的降
压药包括利尿剂、钙拮抗剂、b受体
阻滞剂、ACEI/ARB。目前多数心
血管专家仍倾向认为使用 ACEI/
ARB增加感染风险的依据不足。所
以, 在疫情防控期间，他建议正在
服用ACEI或ARB类药物的高血压
患者不应随便停药。

冬春交替正是高血压与心脑血
管病的高发季，擅自停药或不恰当
更换降压药且没有及时监控好血
压，容易增加风险。若需调整用药，
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广州日报

高血压患者防疫期须知这三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