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央视“真相调查”节目指出，孕妇

穿了防辐射服不仅无法使腹中胎儿免受辐

射，反而会让防辐射服内的辐射强度变大。

时隔近一年，记者调查发现，我市多家孕婴

店仍在销售防辐射服。那么，孕妇如何才能

安全有效地防辐射呢？

现状：多家商店仍在销售防辐射服

12 月 5 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孕婴用

品店，发现均销售有防辐射服。

淇滨区黄河路的某孕婴用品店内，工

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销售的防辐射

服。“肚兜类的防辐射服可以贴身穿在里

边，裙装类的可以穿在秋衣或者毛衣外边。

裙装类的防辐射服样式较多， 穿上后既能

防辐射又好看。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记者谈起央视播出穿上防辐射服会

导致辐射强度变大的节目时， 该工作人员

表示：“新闻中说的是有袖子的防辐射服，

辐射进入衣服后不容易出来。 我们现在已

经不再销售有袖子的防辐射服了， 卖的都

是肚兜类和裙装类的。 ”

淇滨区淇河路的某孕婴用品店内，老

板告诉记者：“销量几乎没受到啥影响。 只

是部分顾客会就电视报道提出疑问， 我还

得解释半天。 ”

记者走访发现， 防辐射服的价格普遍

较高，肚兜类的防辐射服，价格在 100 元以

上， 裙装类的防辐射服价格在 300 元至

700元不等。

市民：穿防辐射服为图心安

怀孕 1个月的张琳告诉记者，她看过央

视有关防辐射服的报道，但她的工作要一直

与电脑、打印机等电器打交道。最终，张琳还

是购买了一件防辐射服，她说：“都是为了孩

子，以防万一，穿上图个心安。 ”

记者随机调查了 10 位妇女，有 7 个人

表示在怀孕时曾穿过防辐射服或将来怀孕

时会选择穿着防辐射服。

李女士告诉记者：“许多过来人都穿了

防辐射服，如果我怀孕了，也会穿的，多一

层防护没有坏处。 ”

市民张女士则对央视的调查结果持怀

疑态度。“但我还是缺少在高辐射环境下

‘零防护’的勇气。 ”张女士说。

而怀孕 6 个多月的秦女士告诉记者：

“怀孕以来，我没有穿过防辐射服。 ”

支招：防辐射应健康饮食合理运动

其实，“准妈妈”们要想防辐射，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 尽量远离辐射源。 控制使用电

视、电脑、手机的时间，不要离屏幕太近。另

外，最好在电脑屏幕前放一个绿色盆栽，家

用电器不用时要及时切断电源。

其次，使用完电脑后，要及时洗脸。

另外，多饮水，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最后，“准妈妈” 们可以做一些健康运

动，如饭后散步、孕妇瑜伽等。

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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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常见

传染病及预防

□市传染病医院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 史保生

冬季气候的变化决定了传染病的流行种

类， 冬季比较常见的传染病包括： 流行性感

冒、麻疹、水痘、风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

行性腮腺炎等，其传播途径有：通过呼吸道飞

沫散播传染；也可通过患者口、鼻、眼睛及疱

疹的分泌物直接传染给被接触者； 水痘还可

通过直接接触传播。

这些传染病的主要预防措施有：1. 积极

学习和了解冬季常见传染病的基本知识，掌

握防病知识，树立防病意识。 2.注意气候变

化， 及时增减衣服， 避免病毒入侵。 3.多通

风，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工作、 学习、 生活

环境宜经常通风换气， 让阳光充分照射， 创

造不适合病原体生存的环境。 4.勤洗手，加强

个人卫生和个人防护，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并

用流动水洗手， 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用手帕或

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污染他人。 5.进行合

理的体育锻炼， 从而增强体质， 提高机体抗

病能力。 6.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膳食平

衡，保持充足的睡眠，充足的睡眠和搭配合理

的饮食可以调节人体各种机能，增强抵抗力。

7.免疫防预，流行季节前及适龄儿童可进行

相应的预防接种， 如接种流感、 麻疹、 流脑

风疹、 腮腺炎及水痘等各种疫苗。 8.尽量少

到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 9.早发现、早治疗，

如遇身体不适应及时就医检查， 出现呼吸道

及消化道症状时应及时就诊， 切忌不当回事

儿，更不能自行服药。如发现传染病患者应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防止传播。

总之， 通过有效的措施、 完善的防控机

制、 科学的自我保健方法能预防冬季呼吸道

传染病的发生。

卵巢囊肿

对女性健康的影响

卵巢囊肿不仅会影响到女性的美丽，甚

至能导致女性不孕。所以，一定要积极应对卵

巢囊肿。

爱民医院妇科主任张淑利提醒， 卵巢囊

肿在临床上多表现为小腹疼痛、小腹不适、白

带增多、白带色黄、白带异味、月经失调等，而

且，通常小腹内有一个坚实而无痛的肿块，有

时房事会疼痛。当囊肿影响到激素分泌时，可

能出现诸如阴道不规则出血或毛体增多等症

状。囊肿发生恶化，则伴有严重腹痛、腹胀、呼

吸困难、食欲降低、恶心及发热等症状。 较大

的囊肿会对膀胱造成压迫， 引起尿频和排尿

困难。当这些症状比较严重时，如果伴有出血

频繁等情况， 女性患卵巢囊肿的可能性就比

较大。要了解卵巢囊肿，必须先了解卵巢囊肿

的症状，以便预防和自查，在确诊卵巢囊肿之

后，要及时治疗，以免病情加重，造成不可弥

补的损失。

爱民医院采用腹腔镜微创技术为众多子

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患者解

除了病痛困扰。卵巢疾病会导致女性不孕等，

患者切莫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重视卵巢健康，

发育期的少女应每隔 3 年进行 1 次 B 超检

查；成年育龄女性应 1年进行 1次 B 超检查；

绝经期女性也不可忽视 B超检查， 不要因为

完成生育而不再重视卵巢的健康。

1.饮食有节。 做到定时定量，不可过

饥过饱、暴饮暴食。 各种食物搭配合理，

不可偏食。

2.低盐饮食。 每日进盐控制在 2克至

5 克，因为食盐能使小动脉痉挛，血压升

高，并促使肾小动脉硬化过程加快。 食盐

过多，还容易引起水肿。

3. 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等富含维生

素 B、维生素 C 的食物，如豆芽、海带、紫

菜、木耳、苹果、柑橘等。

4. 多食具有降压作用的食品， 如大

蒜、芹菜、荠菜、绿豆、玉米、胡萝卜、西瓜、

海带、海参、海蜇等。

5.戒烟。 香烟中的尼古丁能刺激心脏

和血管，使血压升高，加速动脉粥样硬化

的形成。

6.少食动物脂肪，不食动物内脏。 少

吃甜食，吃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食

物。

7. 少吃动物性蛋白， 多吃植物性蛋

白，如豆类及豆制品等。 动物蛋白应多吃

海鲜、鱼类，如海参、海蜇及某些鱼类，不

仅能提供人体所需的蛋白质，还具有一定

的降压作用。

8.少量喝茶和适量饮酒。 茶叶中含有

少量茶碱、黄嘌呤，其利尿作用对治疗高

血压病有益。茶叶中的维生素等能防止动

脉硬化。 但饮茶过多又会引起兴奋不安、

失眠、心悸。 少量饮用低度酒，如啤酒、葡

萄酒、黄酒等，可扩张血管，活血通络。 但

忌饮烈性酒，更不能酗酒。

总之， 高血压病人的饮食以清淡为

主，宁素勿荤，宁淡勿浓，宁饥勿饱。

得了高血压，要长期服药，不要频繁

换药，建议选择经济、实惠、有效的得高宁

（硝苯地平缓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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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窗

□晨报记者 秦颖

孕妇用热水袋暖肚子会流产？

医生：无科学依据

央视曝光孕妇防辐射服真相近一年，我市防辐射服仍热销———

防辐射，“准妈妈”应健康饮食合理运动

□晨报记者 李丹丹

高血压患者八注意

医生：

微博内容无科学依据

10 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

天气越来越冷，热水袋、电热毯、电暖

器等取暖产品开始热销。 在多种取暖

用品的说明书或包装盒上，记者并未

发现有“孕妇禁用”的标识。

那么，孕妇真的不能使用热水袋

吗？ 记者采访了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

一位医生。“临床上，我们还没有遇到

孕妇因使用热水袋导致流产的情况，

微博中的说法无科学依据。 ”医生告

诉记者。

“目前，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在

孕早期发生流产的孕妇，多是因为胚

胎存在一些先天不足或遇到意外碰

撞才导致流产。 ”医生表示，虽然孕妇

使用热水袋时间过长或过烫可能会

对胎儿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排除孕

妇和胎儿自身因素，所以不能确定热

水袋是导致孕妇流产的主要原因。

孕妇应谨慎使用热水袋、电热毯

冬季，孕妇很容易因寒冷刺激引起脑

血管收缩，导致大脑供血不足，体内酚胺

类物质分泌增多。“酚胺类物质会通过胎

盘进入胎儿体内， 能影响胎儿的生长发

育，严重者会导致胎儿畸形、患先天性心

脏病等。 因此， 孕妇冬天的保暖非常重

要。 ”医生表示。

那么， 孕妇冬季应该如何安全取暖

呢？ 医生建议， 热水袋、 电热毯等取暖

产品应谨慎使用。“热水袋的温度一般比

较高，如果直接放在孕妇的肚子上，会导

致子宫收缩，影响胎儿的发育，建议裹上

毛巾后放置在脚边取暖。 另外，电热毯使

用时会产生电辐射，孕妇最好不要使用。”

医生表示。

最后，医生提醒，孕妇不要使用过热

的水洗澡，最好使用温水淋浴。 日常生活

中，孕妇应该采取正确的措施保暖，比如

合理调节室温、穿宽松保暖的衣物等保证

体温稳定，不能忽冷忽热。

近日，微博上

疯传一条消息：山东一孕

妇因使用热水袋暖肚子导致流

产。该微博还宣称，怀孕 3个月以

内的孕妇，腹部不能过热，因为高

温易致子宫收缩， 严重者会导致胎

儿发育畸形或流产。这一微博让不

少“准妈妈”吓了一跳。 10 日，记

者就此采访了市人民医院的

医生，医生表示，此说法

无科学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