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关注责任编辑：次旦央吉 编辑：旦增央吉 校对：党世友

2024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三

“水泥封鼻”、眼睛红肿、耳内瘙
痒、无法入睡……秋季，又到了过敏
性鼻炎患者难熬的季节。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
年来，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数量快
速增长且低龄化趋势明显，北方部
分地区发病率上升。过敏性鼻炎患
者为何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应对？

发病人数大幅增加

9月以来，大量过敏性鼻炎患者
涌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一
医院。医院变态（过敏）反应中心门
诊多天接诊量超百人，绝大多数是
来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孙志敏
一大早就赶到医院，但前面已经排
了20多人等待叫号。医院长廊里，
不时听到打喷嚏声和擤鼻涕声。

“这个病最烦人的是，它不会剥
夺你的行动能力，但会让你非常难
受。一开始是鼻子、眼睛、耳朵出现
状况，时间长了还会影响人的精神
状态，干什么事都不痛快。”鼻炎患
者王璐说。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院长张俊
晶说，十年前，当地的过敏性鼻炎患
者并不多。这几年一到八九月份，
患者扎堆来就诊。“去年高发季，相
关科室日均接诊量超过300人。”他
用“暴增”形容近年来当地过敏性鼻
炎的发病情况：“2019 年流调显示
全市过敏性鼻炎发病率为 19%；到
2023年再做流调时，发病率已升至
34.1%。”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的研究显示，全区过敏性鼻炎发病
率为 32%，远高于我国成人过敏性
鼻炎发病率17.6%。陕西、宁夏、北
京等地也是过敏性鼻炎高发区。辽
宁省辽阳市副市长原阳向记者介
绍，目前辽阳市过敏性鼻炎发病率
超30%。根据陕西省榆林市过敏性
鼻炎流行病学调查（2020年版），榆
林城区过敏性鼻炎患者比例达
27.3%。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罗带领团
队长期进行过敏性鼻炎研究，研究
结果显示，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近
年 来 逐 年 递 增 ，2021 年 已 达 2.4
亿人。

除了发病人数大幅增加，过敏
性鼻炎也呈现低龄化趋势，持续向
儿童蔓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莉介
绍，医院曾在1个月至2个月的新生
儿中诊断出过敏性鼻炎患者。

为何患者越来越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
医院变态（过敏）反应中心主任王学
艳解释称，过敏性鼻炎是由特定个
体暴露于某些过敏原时引发的一系
列免疫反应。业内专家认为，过敏
性鼻炎发病率增长与环境因素密切
相关。

近些年，北方各地植被覆盖率
显著提升，植被种类更加丰富，除了
蒿属类植物，蒺藜、葎草、沙葱、圆柏
等植物也成为过敏性鼻炎的诱因。

北方地区长期大面积种植蒿属

类植物，一些地区种植占比超过
60%。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白永飞介绍，蒿属类植物花粉是
北方地区秋季的主要过敏原，通过
风媒引发致敏症状。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秋季接
收的患者中，超过 80%为蒿属类植
物花粉过敏。内蒙古多家医院的检
测数据表明，绝大多数过敏性鼻炎
患者因蒿属类植物花粉而受到
困扰。

此外，受气候变化影响，过敏原
植物的花粉期提前并延长。市区内
植被越来越多，城市里的花粉浓度
增大，“花粉围城”问题凸显。

有专家认为，一些城市树多草
少，部分土地裸露、硬化，不利于花
粉附着、滞留，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
居民过敏性鼻炎发病率上升。

同时，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
变化等也会增加过敏性疾病的得病
概率。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
（过敏）反应中心副主任李艳飞说，
现在人们长期在室内活动，免疫系
统没有得到足够锻炼，空调、暖气等
使用增加，过多摄入高糖、高盐、高
脂肪食物等，都可能诱发过敏性
鼻炎。

多位医生认为，近年来有关过
敏性鼻炎的科普宣传持续加力，更
多人开始主动来医院检查诊疗，过
敏性鼻炎的发现率、确诊率也相应

提高。

多管齐下，防治结合

业内专家认为，过敏性鼻炎发
病率持续上升，仍需进一步提升公
众对该疾病及其危害性的认知。比
如，过敏性鼻炎可能发展为支气管
哮喘、变应性结膜炎、慢性鼻窦炎等
疾病。

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
长、主任医师王宁宇说：“40%至
60%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会发展为过
敏性哮喘，严重的哮喘会危及生命
安全。”

目前，我国针对过敏性鼻炎的
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
和免疫治疗等。其中，免疫治疗通
过逐渐增加患者对过敏原的耐受性
来减少或消除过敏反应，是临床上
推荐使用的方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邢志敏表示，
免疫治疗效果较为显著，但存在
药品单一、疗期长、费用贵等问
题。比如免疫治疗药物黄花蒿花
粉变应原舌下滴剂，需要患者舌
下含服，坚持治疗 2 年至 3 年，每
年费用在 1 万元左右，暂未纳入
医保。

王学艳说，医疗供给与庞大的
过敏人群并不适配。“国内大部分公
立医院没有设立专门治疗过敏性疾

病的变态（过敏）反应科，专业医师
不足 400 人。”她建议加大免疫治
疗药物研发、完善医保报销政策，
同时推进变态（过敏）反应学科建
设 、壮 大 专 业 医 疗 诊 室 和 医 师
力量。

过敏性鼻炎“防”与“治”同样重
要。记者了解到，一些发达国家已
经建立全国性气传致敏花粉监测
网，常年监测并向社会提供花粉日
报。我国花粉监测工作近几年在一
些过敏性鼻炎高发城市铺开，监测
点数量有限，布设专业化程度有待
提高，多部门监测存在结果不一致
等情况。

白永飞表示，应强化部门联动，
进一步提升对致敏花粉监测与预警
的精准度，加强对“天空地”一体化
花粉监测与预报的科研攻关，将天
上的卫星遥感技术、空中的无人机
使用、地面的植被调研结合。

考虑到播种蒿属类植物与过敏
性鼻炎高发的相关性，多位专家建
议，优化调整种植物种，选择替代性
植物。对于已形成种植面积的过敏
原植物，利用2年至3年时间进行集
中清理。

专家提醒，出现过敏性鼻炎症
状，应尽早就医，科学治疗。“平时可
以加强锻炼，提高机体免疫力。”邢
志敏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2日电）

北方多地发病率上升，为何过敏性鼻炎患者越来越多？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丽娜 王靖 安路蒙

“能忍则忍”是误区

老李是名卡车司机，长期久坐开车，腰、背、臀部经
常疼痛难忍。一爬楼梯，膝盖也开始酸痛。医院诊断为
肌肉骨骼损伤。

吕大爷去年得了带状疱疹，治好之后仍反复剧烈疼
痛，上医院一查：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还有部分癌症患者，术后持续疼痛；一些病人
时常感觉全身多处疼痛，各项检查却找不到明显原
因……

专家介绍，急性疼痛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但当疼痛
反复持续1个月以上，就可称为慢性疼痛。慢性疼痛会
带来人体系统功能失调、免疫力降低以及心理问题等。
随着长时间疼痛的刺激，人的神经系统可能发生改变，
难以治愈。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2024年疼痛医学周学术会议上，
一份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慢性疼痛相关疾病
住院患者达2615万例。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樊碧发表示，我国疼痛患
者群体庞大，但社会对疼痛管理的科学认知还不足，治
疗不及时、不正确容易导致病情加重，需要促进疾病知
识普及。

“有些人认为，疼痛能忍则忍，这其实是一个认知误
区。”樊碧发说，不少慢性疼痛患者不仅身体承受痛苦、
免疫力低下，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影响，常常伴随着焦
虑、抑郁情绪，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如何规范化治疗？

尽早干预、积极管理——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
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等机构日前发布的
《常见疼痛管理联合提示》，早期治疗能够提高药物治疗
的敏感性，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根据上述提示，对于轻中度疼痛，患者应积极寻找
病因并通过药物和非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式干预；重度
疼痛患者则应及时就医，尤其是慢性病合并突发疼痛，
可能是病情恶化的信号。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涌现出很多镇痛药物以及先进的治疗手段。”樊
碧发介绍，目前对神经痛、癌痛、骨关节疼痛等都有规范化治疗方案。其中，
用药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强调联合原则，最大限度发挥止
疼药物、改善神经代谢药物、解除焦虑抑郁状态药物的作用，并最大程度降
低药物副作用。

非药物治疗慢性疼痛的方法也有很多。专家介绍，这些方法包括理疗、
针灸、射频治疗、神经调控治疗、神经系统毁损性手术治疗等。

2024年世界镇痛日的主题为“关注疼痛的性别差异”。有研究发现，女
性患有慢性疼痛疾病的比例更高，由于生理特征，感受到的疼痛程度更强，
治疗难度也更大。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医
师张达颖表示，疼痛的性别差异，还要求疼痛科医生注重治疗的个体化、药
物作用的差别以及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对诊疗效果的影响。

织起综合防治网

多位专家介绍，目前我国的慢性疼痛诊疗仍存在知晓率低、就诊率低、
完全缓解率低等问题。

樊碧发认为，被动的临床诊疗要转向主动的综合防治。下一步将联合社
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开展慢性疼痛的科普宣传、早期预防、筛查预警、综合
管理等工作。针对重点人群和重点疾病，还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干预，如
改善工作环境、优化生活习惯、加强体育锻炼等。

作为“健康守门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否科学、有效、规范地进行疼
痛诊疗和管理，也面临挑战。

数据显示，虽然全国范围内疼痛科收治的患者逐年增加，但68.7%的患
者是在三级医院进行诊疗。以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为例，二级医院的治疗
有效率比三级医院低11.6%。

对此，多位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强化疼痛学科建设，尤其是在基层医疗
机构，提升慢性疼痛的综合疗护能力。

2022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印发了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
要求逐步推广疼痛综合管理，提升疼痛诊疗能力和相关技术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表示，慢性疼痛机制复杂，不仅需
要全流程管理，还需要建设包括多学科协作在内的综合管理体系。未来要
结合疼痛专业质控指标，切实帮助改善基层医院疼痛诊疗的水平，造福更多
患者。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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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以来，我国跨境资金流
动趋向均衡，外汇市场呈现较强韧
性，市场预期和交易总体理性有序，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
基本稳定。2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国
际收支、人民币汇率、外债规模等热
点问题作出了回应。

我国国际收支总体保持基
本平衡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红燕
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表现
出较强韧性，国际收支总体保持基
本平衡。

从经常账户看，我国经常账户
继续呈现合理规模顺差。李红燕表
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937亿美元，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之比为1.1%，继续处于合理
均衡区间。其中，货物贸易保持一
定规模顺差，继续发挥了稳定跨境
资金流动的基本盘作用；服务贸易
逆差基本回归到疫情前水平。

据了解，初步统计，第三季度我
国经常账户顺差仍然保持在合理水

平。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
长贾宁表示，展望未来，我国经常账
户将延续规模扩大、基本平衡的发
展态势，有助于维护国际收支和外
汇市场稳健运行。

“从资本项下看，近期跨境资本
流动更趋均衡。”李红燕说，外资来
华投资有所增加，外资投资境内债
券延续稳定流入态势，前三季度累
计净增持超过 800 亿美元；近期外
资投资境内股票情况也明显改善。
我国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有序开展，
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均保持稳步增
长态势。

“总的来看，我国外汇市场的成
熟度和内在韧性不断增强，适应外
部环境变化的承受力也明显增强，
为今年以来外汇收支形势总体稳定
提供了有力支撑。”李红燕说。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李红燕表示，今年以来，相比其
他货币，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市场的
表现比较稳健，人民币汇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同时，近年来企业汇率风险中
性意识不断增强，8、9 月份远期结
汇签约规模环比均有增长，表明企
业通过汇率风险管理积极适应市场
波动。”李红燕说。

据分析，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
体保持稳定，主要得益于国内基本
面的支撑作用。一是我国经济回升
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有助于夯实国
内外汇市场稳定运行的内部基础；
二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有助于提升国际收支和外
汇市场运行的稳定性；三是我国外
汇市场韧性稳步提升，有助于适应
和缓释外部环境变化影响。

李红燕表示，国家外汇局始终
高度关注形势变化，将不断积累和
总结应对经验，丰富政策工具箱，适
时开展逆周期宏观审慎调节，切实
维护外汇市场稳定运行。

我国外债有望保持平稳发
展态势

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外
债余额为2.54万亿美元，较2023年
末增加971亿美元，增幅约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债规模稳
步提升。”贾宁说，一方面，我国经济
保持平稳发展，叠加人民币债券综
合收益率上涨等影响，外资稳步配
置人民币债券，上半年净增持规模
处于历史高位，带动债券类外债增
加近 900 亿美元。另一方面，境内
企业和银行等主体偿还外债节奏趋
缓，存贷款、贸易信贷等融资型外债
止 跌 回 升 ，上 半 年 增 加 80 多 亿
美元。

“我国外债规模总体适度，偿
债风险较低。”贾宁分析，一是我
国外债规模与实际经济发展基本
匹配，企业跨境融资有效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二是外债偿付风险
可控；三是我国外债结构持续优
化，今年 6 月末，人民币外债、中
长 期 外 债 占 比 分 别 为 49% 和
44%，较 2019 年末分别上升 13 个
和 3个百分点。

贾宁表示，从初步统计数据看，
三季度外债规模总体稳定。展望
未来，我国外债有望保持平稳发展
态势。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我 国 外 汇 市 场 呈 现 较 强 韧 性
——国家外汇局回应前三季度外汇市场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偏头痛、肩周痛、足跟痛、坐骨神经痛
……多少人在反复疼痛中默默忍受？今年
10 月 21 日是世界镇痛日。专家提醒，慢性
疼痛是一种独立的疾病，需要合理的治疗
干预。

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群体庞
大。如何判断是否属于慢性疼痛？该如何
科学防治？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持续疼痛也是病。 （新华社发）

过敏性鼻炎困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