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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 1：当孩子感觉发热时， 他

一定是发烧了。

事实： 儿童觉得发热的原因有很

多。 用力的玩、哭，刚从热被窝里出来，

或在热天待在户外等， 都会使身体发

热。 但在这些情况下，孩子的皮肤温度

在 20 分钟内恢复正常。 当以上原因被

排除后， 孩子仍感到发热或不舒服，则

有 80%的可能是真的发烧了。

量体温时的发烧标准：肛门、耳朵

或颅动脉 38℃及以上；口腔 37.8℃及以

上；腋窝 37.2℃及以上。

误解 2：发烧对身体有害。

事实： 发烧会启动身体的免疫系

统， 是身体保护机制之一。 普通发烧

（3 7 . 8 ℃~ 4 0 ℃） 可以帮助患儿抵抗体内

感染，通常对身体有好处。

误解 3：发烧会烧坏大脑。

事实：发烧合并感染不会对大脑造

成损伤。 体温高于 40℃时，发热才会对

大脑造成伤害。

误区 4：孩子很容易因发烧导致

惊厥。

事实： 只有 4%的儿童会发生热性

惊厥。 热性惊厥多表现为突然意识丧

失，眼球上翻，面部肌肉僵直，痉挛或抽

搐等。 大部分孩子的抽搐可能在短时间

内缓解， 所以家长不要随意搬动孩子，

注意保持其头部侧向一边，以防误吸造

成窒息。

误解 5：热性惊厥是有害的。

事实：热性惊厥虽然看起来很可

怕， 但它通常会在 5 分钟内停止发作，

并且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损伤， 但

在下次发烧时， 它可能会复发。 如果

惊厥现象超过 5 分钟， 应立即到医院

治疗。

误解 6：治疗发烧必须吃药。

事实：只有发烧在引起不适时才需

要治疗。 通常患儿的体温未达到 38.5℃

时，是不用处理的，多喝水就可以。 但如

果患儿精神不佳、哭闹、脸色苍白发灰，

就需要治疗。

误解 7：如果不及时退烧，体温

会一直升高。

事实：这是错误的。 大脑内有恒温

调节器，所以由感染引起的发热，体温

常会在 39.5℃~40℃达到最高点， 而很

少会超过 40.6℃~41.1℃。

误解 8：体温降不下来，导致感

染的原因肯定很严重。

事实：对药物没有反应的发热可能

是由病毒或细菌造成的，与感染源的严

重性无关。

误解 9：体温降下来后，就不会

再反弹。

事实：大部分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发

热通常会持续 2天 ~3天。 因此，当药力

逐渐减弱时，体温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

并需要再次治疗。 只有彻底消灭病毒，

发热才会消失。

误解 10：如果发热时体温很高，

说明病情很严重。

事实：发热时体温高，引起的原因

不一定严重。 但如果你的孩子看起来病

得很厉害。 那么病因可能会比较严重。

一小部分的重症发热会出现没有精神、

服药后发热症状仍然持续不退，以及面

色发灰等现象。

误解 11：口腔温度为 37.1℃~37.

8℃是低烧。

事实： 在此范围内的温度是正常

的。 体温在一天之中是有变化的，它一

般会在下午和傍晚时达到最高点。 而低

烧的真正范围是 37.8℃~39℃。

最后，请记住，发烧能帮助孩子摆

脱感染，请用积极的心态来应对。

（据《生命时报》）

鲜橘皮非陈皮

泡水喝易伤身

□晨报见习记者 王涛

眼下正是橘子大量上市的季节， 记者发

现，许多人在吃橘子时，会把橘子皮留下来，撕

成一片一片的泡水喝。 一些人表示，鲜橘皮泡

的水口感清爽，喝了能促消化，因此他们经常

喝。 然而，这样的做法对健康无益。

12月 3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中医院康复

科的李佰纲主任。 他表示，新鲜橘皮并没有陈

皮的功效。 陈皮是将鲜橘皮洗净、浸泡、晒干并

储存后制成的，是一味理气、健胃的中药，可行

气健脾、止咳化痰、降逆止呕。 鲜橘皮并不具备

这些功效，且可能附着了农药或保鲜剂，未经

处置就直接食用会刺激肠胃，易引发腹泻。 因

此，市民不应直接用鲜橘皮泡水饮用。

此外，李主任强调，如果您想自制陈皮的

话， 一定要注意勤晒勤晾， 晾晒时间至少在 1

年以上，才可使用，这时陈皮的药用价值才能

充分发挥出来。 在制作过程中，您要防止陈皮

表面发霉。 另外，由于陈皮有一定的燥湿（中医

祛湿法之一， 运用苦燥的药物组方以祛除湿

邪）作用，所以有发热、口干、便秘、尿黄等症状

者，不宜用陈皮泡水喝。

美国健康儿童组织指出

家长对孩子发烧的 1 1 个误解

孩子发烧，不少父母都是焦急万分，马上让孩子吃药或者就医。近日，美国健康儿童

组织的官方网站上刊文指出，父母对孩子发烧存在诸多误解，美国克罗拉多儿童医院的

专家们对此进行了解读。

治疗癌症如果不把癌症干细胞彻底清

除，癌症很容易复发和转移。 近日，日本京

都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找到了癌症干

细胞所含的一种标志蛋白，从而有望对癌

细胞“斩草除根”。

京都大学消化内科教授千叶勉领导的

研究小组在研究中注意到消化道中的一种

蛋白质 Dclk1， 他们分析了罹患大肠癌的

实验鼠，发现含这种蛋白质的细胞会在较

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产生癌细胞。 他们通过

基因操作成功清除含 Dclk1蛋白质的细胞

后， 实验鼠体内的大肠癌组织面积缩小了

80%以上，有些甚至完全消失，而且未发现

副作用。

治疗癌症如果不把癌症干细胞彻底

清除，则癌症很容易复发和转移，因此必

须找到癌症干细胞，对其“斩草除根”。 而

此前人们陆续发现的癌症干细胞所含的

一些标志物质同时也存在于正常干细胞

内，如果以这些物质为目标清除癌症干细

胞的话，会误伤到正常干细胞，导致出现

副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 这是首次找到只存在

于癌症干细胞内的标志物质， 以此物质为

目标，可实现对癌症干细胞的精准攻击，有

望用来研发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抗癌药物。

另外，Dclk1 蛋白质很可能也是胰腺癌、胃

癌等其他癌症的标志蛋白。

相关成果发表在新一期《自然·遗传

学》网络版上。 （据新华社）

清除癌症干细胞标志蛋白 或可消灭癌症

会场上昏昏欲睡

原是二氧化碳作祟

开大会时，为何人们总是昏昏欲睡、哈欠

连天？ 不要忙着吐槽台上的人讲得无聊，还有

可能是礼堂里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

传统观点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环境中的

二氧化碳浓度不足以降低人们的认知水平，不

过上个月发表在《环境健康展望》上的一项研

究指出，周围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很可能让

你的思维变得迟钝。

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上州医学院和劳

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把 24 名

健康的年轻人封闭在一个房间内，然后测试他

们在不同浓度二氧化碳环境下的决策能力，而

类似的环境，我们在拥挤的房间里就可以体验

到。 试验结果发现，所有接受测试者的认知及

决策能力显著下降。

伯克利实验室的研究员威廉·费斯克说：

“我们以前总是认为， 普通建筑物里的二氧化

碳浓度并不重要，二氧化碳对人没有直接的影

响，但是这个非常明显的试验结果让人大吃一

惊。 ”科学家们过去一直认为，二氧化碳必须达

到很高的浓度才会影响人们的健康。

“我们过去认为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10000ppm 时（室 外 二 氧 化 碳 浓 度 约 为

3 8 0 ppm ，在拥挤的教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可以

达到 1 0 0 0 ppm ，有时甚至超过 3 0 0 0 ppm ）才会

对人造成影响。 ”伯克利实验室的科学家马克·

孟德尔说，这次的新发现让研究者大吃一惊。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室内环境专家通过测

定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来评估房间通风及其他

污染物存在的情况， 二氧化碳本身不是重要

污染物。

“我们已经看到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与学

生的缺勤率升高有关，与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

时较差的表现有关，但我们没有想到二氧化碳

其实是罪魁祸首！ ”菲斯克在接受《科学新闻》

栏目采访时说。

“由于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现在许多

高楼建设得更加封闭以降低管理成本，” 孟德

尔说，“但这可能对居住者产生不利影响，这一

点不应该被忽略。 ” （据果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