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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常见小儿疾病
及预防措施

“夏天天气炎热潮湿，是细
菌、霉菌大量滋生的时期，食
物、餐具极易受污染。为此，夏
季应谨防常见小儿疾病——小
儿胃肠疾病。此病的临床表
现多见呕吐、腹痛、腹泻、发热
等。”晋江市中医院儿科主任
陈爱华介绍，若小儿患胃肠道
疾病，应及时到医院诊治。预
防小儿胃肠疾病的关键是把
好“病从口入”这一关，特别要
注意食品卫生。比如，吃瓜果
时，一定要洗净去皮，蔬菜要
洗净。在食用方法上，可以加
少量的蒜泥、醋，增加食欲，促
进消化的同时，还能灭菌解
毒。

“除了胃肠道健康，夏日高
温也容易出现小儿中暑的情
况。”陈爱华表示，“很多小朋友
不懂得防晒，也没有不能长时
间在烈日下玩耍嬉戏的概念，
如果家长、老师没有及时关注
和提醒，小朋友就很容易中暑，
轻则头痛、头晕、恶心、呕吐、面
色苍白、皮肤多汗，重则出现高
热、呼吸浅、脉搏弱、血压下降、
意识不清等症状。”为此，预防
小儿中暑很关键，防胜于治，平
时就应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小
朋友在户外活动时，要避免强
烈阳光的直接照射，建议戴遮
阳帽，做好物理防晒；在饮食方
面，建议吃些清淡易消化的食
物，饮品方面可以选择具备生
津开胃、清热消暑功效的，如酸
梅汤、菊花茶、绿豆汤、赤小豆
汤等。

“手足口病在夏季很容易
高发，患病人群一般是 5岁以下
的婴幼儿，其传播途径主要是
呼吸道、消化道和接触。夏季，
由于空气的温度很适合该病毒
的繁殖和传播，因此容易传
染。另外，人们穿得比较少，接
触就比较直接，容易造成接触
传播。”陈爱华表示，儿童的自
我防护意识较差，互相之间也
增加了传染的机会。因此，家
长要注意这些方面的防护，尤
其做好手足清洁。一旦发现患
病，要及时就医，不可拖延。

谨防儿童意外伤害
据了解，儿童意外伤害死

亡，是我国 5 岁以下儿童死亡
的重要原因之一，防范意外伤
害，需要家长、学校、监护人及
社 会 各 界 的 高 度 警 惕 与 重

视。意外伤害是指突然发生
的各种事件或事故对人体造
成的损伤，包括各种物理、化
学和生物因素。其中，动物伤
害、跌落、吞咽异物导致的窒
息、溺水、烧烫伤等儿童意外
伤害最常见。

每年夏天，总能听说有儿
童因溺水被夺去年幼的生命。
如果在做好预防工作的同时，
学会溺水现场的急救方法，可
减少悲剧的发生。陈爱华表
示，溺水的时候，身体会自动在
某个时刻“关闭”呼吸功能，陷
入假死状态，这个时候身体里
还会留有一定的氧气，而较低
的水温也有助于减少肌体对氧
气的消耗。所以，在急救医生
到来之前，做好人工呼吸和心
脏按压就可能维持孩子的一线
生机。

夏日这些小儿疾病高发

咱厝医生提醒防护要点

食用樱桃好处多

“中医认为，樱桃性温，味甘微
酸，有补中益气、祛风胜湿、收涩止
痛、养颜驻容等作用。”蔡文墨介绍，
樱桃含铁量极其丰富，居各种水果
之首。铁是合成人体血红蛋白的原
料，而妇女又以阴血为本，因此樱桃
除能美肤养颜外，还可辅助治疗孕
妇、乳母贫血及月经过多、崩漏等多
种妇科病症。樱桃全株皆是妇科良
药。取樱桃叶 500克，加水煎汤坐
浴，每日一次，可治阴道滴虫。将樱
桃枝烧灰为末，黄酒送服，能疗妇女
膝冷、痛经、小腹冷痛。用樱桃根
30~60克加水煎汤服用，具有调气
活血之效，善治妇女气血不和、肝经
火旺、手心潮热、闭经等症。

此外，在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中，便记载了樱桃有
益气、解毒等多种药效。用樱桃
100克水煎后加红糖 30克温服，治
风湿腰痛、四肢木、瘫痪。樱桃酒适
量饮用，能活血润肤。樱桃树叶也
有温胃、止血、解毒之功能。

樱桃食疗食谱推荐
“吃水果最好选应季的。当家

庭采购樱桃，应季吃新鲜樱桃外，
还可自己在家 DIY制作樱桃的相
关餐品，将这一美味以更丰富的方
式呈现给自己及家人。”为此，蔡文
墨推荐以下三种樱桃保健食疗食
谱给大家。

可制作樱桃甜汤。准备鲜樱
桃 2000克，白糖 1000克。樱桃洗

净加水煎煮 20 分钟后，再加白糖
继续熬沸后停火备用。每日服
30~40 克。此汤具有促进血液再
生的功效，可用于辅助治疗缺铁
性贫血。

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可自制樱
桃酱来搭配吐司食用。准备樱桃
1000 克，白砂糖、柠檬汁各适量。
选用个大、味酸甜的樱桃，洗净后分
别将每个樱桃切一小口，去皮去籽；

将果肉和砂糖一起放入锅内，上旺
火将其煮沸后转中火煮，撇去浮沫
涩汁，在煮至黏稠状时加入柠檬汁，
略煮一下，离火晾凉即成。此酱具
有调中益气、生津止渴的功效，适用
于风湿腰膝疼痛、四肢麻木不仁、消
渴、烦热等病症。

制作樱桃汁，也是一种简单、受
欢迎的樱桃保健食疗方法。准备樱
桃 80克，冷开水 1杯。樱桃洗净后

去核，放入果汁机中加冷开水搅成
樱桃汁，倒出供饮(可加适量白糖调
味)。此汁具有润泽皮肤的作用，可
消除皮肤暗疮瘀痕。

最后，蔡文墨提醒大家，樱桃性
温热，不宜多食；热性病及虚热咳嗽
者忌食；樱桃核仁含氰武，水解后产
生氢氰酸，药用时应小心中毒。一
旦吃多了出现不适，可服用甘蔗汁
以清热解毒。

美味樱桃吃法有讲究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提高亲子
家庭的防震减灾意识，增强自防自救
能力，日前，晋江经济报亲子驿站组
织金井、深沪等片区的亲子家庭到晋
江市石圳防震减灾科普馆参观学习
防震知识，了解发生地震的征兆等。

地震从哪里来的？地震发生前
有什么征兆？当天，亲子家庭在防
震减灾科普馆讲解员的讲解下，揭
开了地震的神秘面纱。“地震是由地
壳板块运动引起的。由于地球在无
休止地自转和公转，其内部物质也
在不停地进行分异，所以，围绕在地
球表面的地壳或者说岩石圈也在不
断地生成、演变和运动，造成了地
震。”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亲
子家庭介绍。

随后，借助声光电多媒体设备、
模拟沙盘等工具，小朋友了解了地震
历史、地震波的传播、地震带及地震
信息查询等相关知识。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小朋友走进
“玻璃雨”，结结实实地被“震撼”住
了。在地震小屋，小朋友更是直观地
感受到了不同的振波带来的不同震
感，亲身体验到了地震来临时的“异
样”感觉。“倾斜小屋”让小朋友踉踉
跄跄、前仰后合，体验到了地震发生
时的眩晕和行走困难。

同时，现场讲解员还教大家如何
系绳结及使用灭火器。“小伙伴在使用
灭火器时，要对准火种的根部喷，这样
才能达到灭火的效果。”讲解员一边

说，一边拿起灭火器演练模拟。在听
了讲解员的介绍后，不少小朋友纷纷
拿起灭火器，开始演练如何灭火。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让小朋友了
解了地震的形成、震前征兆、地震逃
生等方面知识，同时也让亲子家庭掌
握了如何在自然灾害面前临危不乱，
正确开展自救互救，增加地震发生时
的生存机会，有效地提高了防范自然
灾害的意识和能力。不少家长纷纷
称赞，此次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亲子
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小朋
友不仅学到了很多书本以外的知识，
还亲身体验到了“地震”来临，兴趣
性、科普性很足，增强了预防自然灾
害的知识和本领。

萌娃参观防震减灾科普馆

本报讯 为了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
力，日前，晋江经济报亲子驿站组织亲子家
庭到长富牛奶（安海馆）DIY风筝，学习牛奶
科普知识，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活动现场，长富牛奶（安海馆）工作人
员通过趣味活动迅速拉近了与小朋友的
距离。随后，工作人员以生动有趣的问答
方式向小朋友讲解了风筝的起源和相关
文化、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等，把中国传
统文化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小朋友
听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家长们也积极
参与其中。

接着，工作人员向大家演示了
风筝的画法，并将准备好的白底
风筝、画笔发放给在场的每一
位小朋友。领到材料后，小朋
友都迫不及待地挥起手中的
画笔，认真地给风筝涂色作
画。在家长的协助下，小朋
友用无限创意和五彩斑斓的
颜色描绘出属于自己的彩绘
风筝。经过一个小时的创作，
一个个五彩斑斓的风筝制作完
成，有小金鱼、小猪佩奇、小黄人、
白雪公主等，一张张小脸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家长赶紧拿出手机拍照记录这美
好的时刻。

随后，现场还开展“齐心协力赢牛奶”
环节。工作人员为亲子家庭播放了有关
牛奶知识的科普短片，并分享了牛奶的健
康知识。在趣味问答环节上，小朋友跃跃
欲试，积极举手发言。“要如何选择健康的
牛奶？”“长期喝牛奶对身体有什么好
处？”……通过有趣的互动问答方式，让小
朋友对牛奶知识有更深刻的了解，也明白
牛奶营养对身体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

最后，为了活跃现场气氛，工作人员
邀请每个小朋友上台合唱《挖呀挖》，跟着
音乐节奏，小朋友声情并茂唱起来，惹得

现场家长频频拍手称赞。活动在一片欢
声笑语中结束，长富牛奶为每个参与活动
的小朋友送上一份精美的牛奶伴手礼。

不少家长称赞，本次活动开展得很有
意义，寓教于乐，让小朋友在学习中收获
知识，在实践中掌握知识。通过活动，为
小朋友科普了牛奶知识，深化了健康理
念。同时，现场的DIY风筝环节，既锻炼
了小朋友的动手能力、绘画能力，又增进
了亲子感情。萧楷衍家长表示，此次活动
丰富有趣，深受小朋友喜欢，还提升了小
朋友的动手能力，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举办
类似活动。

风筝手工DIY
共绘美好生活

本报讯 为提高血透患者的内瘘血管质量，减轻肾友的
经济负担，晋江市西滨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开展暖心服务
——为来院患者免费提供内瘘红光治疗项目，更好地缓解患
者疼痛，保护血管健康。

记者了解到，远红外线(FIR)波长 5.6~1000μm，FIR对机
体的生物学效应不只是单一的物理热效应，而过程涉及一系
列的细胞分子生物学，FIR可保持细胞高数量、高活性，促进
损伤自愈，血管扩张，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对血液循环有
良好的促进作用。在防止血管内血栓形成的同时，还能进一
步增进健康、防止老化，并具有消炎、止痛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暖心的福利活动时间为5月25日至
10月1日，每周二、周四、周六下午均可预约治疗。活动地点
位于晋江市西滨镇卫生院（晋江市西滨镇海滨路172号）。

西滨镇卫生院血透室
推出免费活动

本报讯 在市面上，我们常见的非糖甜味剂包括安赛蜜、
阿斯巴甜、爱德万甜、纽甜、糖精、三氯蔗糖、甜菊糖和甜菊糖
衍生物等。然而，0卡0糖的饮料并不是完全健康的饮料。以
常用的甜味剂安赛蜜为例，这是含有氯的有机化合物，会导致
身体里有机氯增高，代谢时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如果摄入的量
大会导致肝肾疾病的发生。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非糖甜味剂的新指
南，建议不要使用安赛蜜、阿斯巴甜、糖精等非糖甜味剂来控制
体重或降低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同时，使用非糖甜味剂在降低
成人或儿童的体脂率方面没有任何长期的益处，反之还可能带
来潜在的不良影响，比如，若长期使用非糖甜味剂，或可增加Ⅱ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以及成人死亡率的风险。

那么，无糖饮料是不是不能喝了？非也。灵源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副书记施金堆建议，实在要买饮料的话，可选购
碳水化合物低或含糖量低的饮料、喝完含糖饮料后注意刷牙
或漱口，可增加身体活动，避免肥胖。

喝无糖饮料有讲究

本报讯 昨日，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开展一场“国风传
雅韵 礼趣润童心”活动，让幼儿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
童节。

文艺会演在大一班表演的《国风齐舞》中拉开帷幕。孩子
们精彩的表演，表达了对节日的喜悦之情，纯真的笑脸感染着
身边的每一个人，赢得在场的家长和老师的阵阵掌声。随后，
各个班级轮番上演各种精彩的节目，有《少年功夫梦》《学古
诗》《中国字，中国人》《古韵千年》等。除此之外，该园还开展
了游园等活动，有趣味投壶、盲人敲鼓、赶小猪、丢沙包、抢椅
子等。

据了解，该园通过开展丰富的“六一”活动，让小朋友感受
到节日带来的快乐。

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
开展“国风”主题活动

本报讯 5月 31日，为了让小朋友度过一个别样的“六
一”活动，晋江市陈埭镇龙林中心幼儿园携手陈埭滨江派出所
开启一场有趣的“拔河”比赛。

伴着夏日朝阳，一场属于警察叔叔和孩子们的拔河比赛
正式拉开序幕。比赛场上的孩子们双手紧握长绳，力拔千钧、
同心同力；观赛台的孩子们则负责加油打气，全力喊着“加油、
加油”。比赛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现场也充满了欢笑声、加油
声和呐喊声。而为了让小朋友们感受到拔河比赛的意义和乐
趣，警察叔叔们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敢赢，最终让小朋友
们赢得比赛、赢得快乐。比赛结束后，警察叔叔也借此机会给
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教育课，并告诉他们：有任何
困难或者危险，一定要第一时间找警察叔叔。

当天，警察叔叔们卸下身上的盔甲与重担，用最柔软的一
面来陪伴龙林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同他们比赛，向他们进
行法制宣传，为他们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与他们度过一个欢
乐而充实的“六一”儿童节。

陈埭龙林中心幼儿园
开展别样“六一”活动

本报讯 昨日，东石镇钻石海岸幼儿园以“探秘·疯狂动
物城”的主线，开展《侦探集结号》《动物城大搜证》《兔窝镇的
欢乐时光》《动物摩登秀》《城市微旅》等一系列庆“六一”暨第
六届文化艺术周活动，用动物世界为幼儿构建一个乌托邦。

活动现场，孩子们化身兔子警官朱迪，带着勇气和智慧，
迫不及待地开启属于他们的真相探索之旅。在“兔窝镇”野餐
趴中，孩子们尽享欢乐时光。更有来自晋江坚果实验室的“牛
魔王”老师和孩子们一同开启科学奇妙探索之旅……希望通
过活动，每个孩子都能和兔子警官朱迪一样，成就梦想、成就
自己，永远保持一颗童心，永远对世界充满热情和期待！

东石钻石海岸幼儿园
上演第六届文化艺术周活动

预约咨询电话

15959500162（血透室办公区）
15060842003（血透室刘护士长）
15060818167（血透室卢护士）

本期聚焦

健康课堂

亲 子 驿 站

关心孩子，就从
关心孩子的健康开
始。6 月已至，盛夏
来临，此时阳气上
升，人体新陈代谢旺
盛，是小儿生长发育
的良好时机，同时也
是一些儿科疾病的
高发季节。因此，做
好小儿夏季常见疾
病的预防和生活保
健十分重要。

在水果家族中，樱桃有“先百果而熟”之称。每年的5至7月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
节，新采摘下来的樱桃十分新鲜、美味。樱桃好吃，也有一定的疗疾作用，具有很高的药
用价值。中医认为，樱桃不仅营养丰富、酸甜爽口，而且还是食疗佳品。本周健康课堂，
记者邀请晋江市中医院副院长、中医主任医师蔡文墨为大家科普这一好吃的水果的中
医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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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吴清华、唐淑红采写

陈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