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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患者常常

要忍受由红斑、鳞屑、皮肤发炎而引
起的身体疼痛。由于银屑病慢性、终

身性的特点，以及容易并发糖尿病、
心脏病等，患者需要长期治疗，却经

常担心由于药物失效而带来的疾病
复发问题，中重度银屑病患者需要

能够提供长久疗效的治疗方案，以

长期保持皮损的清除效果。

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晋红中教
授介绍，IL-23是银屑病致病通路核

心调控因子，通过靶向抑制 IL-23，
对银屑病发病进行整体调控，能够

实现长效持久的皮损清除效果。全
球首个获批的白介素 23（IL-23）抑

制剂古塞奇尤单抗注射液，可以靶

向抑制 IL-23这种在银屑病中起到
关键性作用的细胞因子，现已在中

国上市，用于适合系统性治疗的中
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乔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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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囊一

立学先修身，节奏共调整

居家网课生活和在学校学习
的节律大为不同，习惯了宅家学习

的悠闲模式，会慢慢忘记在学校学
习的紧张节奏。要重返高效的学习

节奏也许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有
些学生出现“水土不服”，轻者影响

学习状态，重者可能出现“适应障

碍”，表现在情绪、行为或者躯体等
方面。疫情后重返校园的毕业生更

要提防返校后的适应问题。现在要
调节好作息节律和生活习惯，尽快

重新适应校园。
这时需要家长的支持和监督。

建议家长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通
过家庭整体状态的调整来影响孩

子，帮助其调整生活节律和行为习
惯。如果要求孩子早睡早起，其他

家庭成员也需要做到作息健康有
规律；告诉孩子不能贪玩打游戏，

其他家庭成员也应该放下手机。父

母可以通过家庭会议的方式，和孩
子一起针对返校、备考等调整家庭

的生活计划，而不是仅仅要求孩子
做出改变。家长以身作则，传递榜

样的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多与孩子和老师沟

通，及时了解返校后的表现，防止

因为新的应激和压力造成的适应
问题。回学校前家长可以给孩子打

好“预防针”，共同探讨返校后可能
出现的困难，减少孩子因与预期不

符而产生的情绪失调。如果出现适

应不良的状况时，家长应给予充分

的理解和包容，让孩子充分表达
自己的压力和烦恼。当孩子感受

到来自周围环境的温暖和接纳
时，就会慢慢放松，逐渐调整好自

己的状态。

锦囊二

备考忌自扰 心态贵平常

毕业班的孩子面临着巨大的
升学压力，加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被迫在家复习迎考，让学

生和家长都觉得茫然无措，从而产

生巨大的焦虑。此时，保持清醒的
头脑和平常心尤为可贵。家长要引

导孩子客观地看待问题，不妨先放
下焦虑，换个角度想一想。

首先要理性看待现状。新冠疫
情带来了全国性的停课，所有的学

生都无差别地在家上网课。而中考

和高考是选拔性的考试，选拔的标
准是在一群人里选出更优秀的人，

而不是固定的分数。所以在同样的
学习环境中，只要学生不断提高学

业水平，即使考分不好也不会影响
自己在本届毕业生群体里的位置，

所以不必纠结于考分。
其次要保持平常心，避免自乱

阵脚。改变是世界的常态，与其不
满现实不如主动调整适应变化。如

果人只能在一成不变的环境中才
能取得成功，那么在现实的生活中

其实是走不远的。与其忧思复读，
不如积极应对：根据变化制订新的

学习计划、积极摸索提升学习效
率、向老师同学请教掌握更好的学

习方法等，这些对于迎接考试才更
有帮助。

中考、高考，是人生之路上的
一个个起点，它们带给我们的是面

对高压时的坚持、自律和勇气，相
信莘莘学子能够应战磨砺，走出困

顿———正如当下这个时刻，坚持、
自律和勇气支持着人们战胜疫情、

战胜考验。

李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
理治疗师）

为你搭脉

养生周记莘莘学子请收好返校心理锦囊

中
医
针
灸
带
状
疱
疹
独
树
一
帜

专家点拨

立
夏
养
生
关
键
在
于﹃

降﹄

戴口罩防范到位
可减少哮喘急性发作

初三高三学生已经回
到久别的课堂。在漫长的
宅家网课模式之后，作为
第一批复课的学子，需要
为返校备考做好哪些心理
准备呢？在此，送上心理疏
导小锦囊，帮助学生和家
长顺利回归正轨，迎接即
将来临的人生考验。

    今年 5月 5日是第 22个世界

哮喘日，主题是“控制哮喘，珍爱生
命”。哮喘是一种慢性病，任何年龄

都可发病。哮喘具有反复发作的特
点，并常常急性发作，程度逐次加

重，如果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
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学习和生

活。反复急诊对患者及其家庭造成

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严重发作则
可导致死亡。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

医师组组长、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周新

教授日前指出，老百姓对哮喘要有
正确的认知，哮喘患者要有终身防

控的意识，日常做好防病措施，减少
或杜绝哮喘急性发作。

过敏性疾病无法根治，控制哮
喘需要像控制糖尿病、高血压一样

长期用药。哮喘患者之间的病情差
异很大，有些病情较轻的患者一年

之中仅一两天有些许不适症状，往
往不需要终身用药，可以减量乃至

停药；有些病情较重的患者运用吸
入制剂仍控制不佳，还需要用到其

他药物，这就不得不做好终身用药

的心理准备。为此，周新教授忠告患
者，病友间不宜互相比较用药方案，

既不推荐自己的药物给其他病友，
也不要轻信“别人的药就是灵验”。

那些吸入制剂控制不佳的哮喘
被称为难治性哮喘或者重症哮喘，

哮喘患者群体的大约 10%属于难治

性哮喘。中重度哮喘患者除了使用
强的松等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之外，

哮喘靶向治疗显示出良好的临床获
益。这类单克隆抗体已被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青少年和
成人（12岁以上），以及儿童（6岁-

12岁）经吸入激素合并长效 β2-肾
上腺素受体激动剂治疗后仍控制不

佳的中度至重度过敏性哮喘患者。
在过敏性哮喘患者群体中，有

相当多的患者查血会发现嗜酸性粒
细胞高、IgE抗体高，如果通过吸入

糖皮质激素仍症状控制不良，可以
考虑使用哮喘靶向治疗药物，药理

机制是靶向结合循环中的游离 IgE，
减少炎症细胞的激活和多种炎性介

质释放，阻断诱发过敏性哮喘发作的
级联反应，有效控制哮喘的症状和发

作。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及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等多家医院均已开展抗 IgE治疗。

任何再高明的药物都远不及预
防到位收效良多。周新教授提出预

防哮喘的两大良策，即远离过敏原
和防范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大家养

成了在户外戴口罩、在公共场合戴

口罩的习惯，戴口罩能够预防春季
花粉吸入，在隔绝过敏原方面对哮

喘患者确实有好处。此外，患者根据
病情严重度坚持使用吸入剂型哮喘

治疗药物，过敏高发季节尤其不能
停药，避免急性发作。病毒会对气管

黏膜造成损害，病毒感染会诱发哮
喘的发作，这里的病毒不单指新冠

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腺
病毒等，都属于容易引起感冒的病

毒，只要一感冒哮喘就容易发作。故
而预防病毒感染等同于切断哮喘发

作的通道。 虞睿 本版图片 TP

    转眼间，立夏节气到

来了。孩子们期盼着夏天
赶快到来，因为吃冷饮的

大好时节就在眼前。在此，
提醒家长，小儿脏腑娇嫩，

脾常不足，肌肤薄弱，冷暖
不知自调，冷饮是脾胃虚

弱的小孩绝对不可以吃

的，寒凉的食物会加重小
孩脾胃的虚弱程度。

夏季气温升高，细菌
容易繁殖，要持续已经养

成的勤洗手的良好习惯，
同时不能让小孩误食不干

净的食物或者变质食物，
这些可导致脾胃运化功能

失调而发生泄泻。
立夏之后，天气逐渐

炎热，老年人容易心火过
旺，影响心神，使人烦躁不

安。特别在初夏之时，老年
人气血阻滞，易引起心肌缺血、心律

失常、血压升高等状况。故在立夏时
节，养生方法要尤为注意，天气渐热

静养勿躁，需以“降”克之，“躁”以
“静”收之。因此，夏季养生关键在于

“降”，宜心平心静。
每逢立夏时节，距离荷花的开

放不远了。荷的全身都是宝，它的
花、果实、叶、根都能入药。荷花性味

苦、甘，温，功能主治祛湿，止血，可
用于跌损呕血，天疱疮，作为饮品，

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饮食油腻，脾

胃强健之人。荷叶性味苦，平，归肝、
脾、胃经，功能主治清热解暑，升发

清阳，凉血止血。用于暑热烦渴，暑
湿泄泻，脾虚泄泻，血热吐衄，便血

崩漏，并有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功
效。但因其味苦，脾胃虚弱之人不适

合长期使用。
方杭（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医科）

    带状疱疹是由长

期潜伏在脊髓后根神
经节或颅神经节内的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经
再激活引起的感染性

皮肤病。带状疱疹的
中医辨证以肝胆火盛

型多见。皮疹大部或

全部消退后，局部仍
疼痛不止者，多属气

滞血瘀；而老年患者
疼痛日久常常伴有气

血虚弱。治疗主要以清
热利湿、行气止痛为

宜，结合外治。对于体
虚者，以扶正祛邪与通

络止痛并用。
中医针灸治疗带

状疱疹独树一帜，除普
通针刺外，还有中医刺

络放血拔罐疗法、皮损
局部围刺、梅花针叩

刺、灸疗等特色疗法，应用于带

状疱疹的初期以及发作期的治
疗，收效良好，并且对带状疱疹

后遗症如后遗神经痛、局部皮
肤异样感等，也有一定的效用。

周建华 （上海市第八人民
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生物制剂治疗中重度
银屑病减缓病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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