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生活 健康
2021年8月19日 星期四
主编：何军林 编辑：樊洁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15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发
布新版《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
指引（2021年8月版）》（下称《指引》），
对公众戴口罩提出新要求：对普通公众
来说，除了在密闭场所需要戴口罩外，
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和公
园等室外场所时，也需要佩戴口罩。

今年7月以来，境外输入引发本土
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已先后波及多个
省份，暑期人员外出流动多，疫情传播
风险进一步增大。同时，受长期持续的
疫情影响，公众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防
护意识减退，存在接种疫苗后就不用再
戴口罩等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在落实
防疫措施和个人防护方面出现漏洞。

为提高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防护
意识，防范疫情传播风险，国家卫健委
对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进
行修订，进一步强化防护要求。

在新版戴口罩《指引》中，重点职
业人群主要涉及境外输入和污染传播
高风险岗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和公
共场所服务人员等三类人群，并对重
点职业人群佩戴口罩提出相关要求。

——境外输入和污染传播高风险
岗位人员，特别强调境外冷链食品、交
通运输相关的海关工作人员和保洁
员、搬运员、司机等岗位强化防护，工
作期间全程佩戴颗粒物防护口罩，防
范经物、经环境、经人的传播风险。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除医务

人员、直接接触病人或感染者岗位工作
人员重点防护以外，接触潜在污染物的
人员，比如保洁员、护工、水暖工、化验
室工作人员等佩戴颗粒物防护口罩，医
院其他工作人员，比如保安、导医等佩
戴医用外科口罩或更高防护级别口罩。

——公共场所服务人员，比如乘
务员、警察、快递员等，以前要求佩戴
一次性医用口罩，这次修订进行了提
级强化，要求工作期间佩戴医用外科
口罩或更高防护级别口罩。

此外，《指引》建议公众家里日常
备用一些高级别口罩，当家人出现了
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
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佩戴更高级别
的口罩，全面防范传播风险。

近日，在美容护肤市场上，“刷酸”
这个词火了。所谓的“刷酸”其实是一
种化学换肤术，较高浓度的“酸”对皮
肤具有一定刺激和破坏作用。但在美
妆市场上，一些护肤品或者美容院打
着“刷酸”的名头，夸大宣传，对消费者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导。近日，国家
药监局发布科普文章，提醒公众科学
认识“刷酸”美容。那么，所谓的“刷
酸”美容科学吗？应该注意些什么？

什么是“刷酸”

所谓的“刷酸”其实是一种化学换
肤术，又称化学剥脱术，是将化学制剂
涂在皮肤表面，导致皮肤可控的损伤
后促进新的皮肤再生。化学制剂的种
类、浓度、在皮肤上的停留时间，都可
影响换肤的深度。依据化学换肤的作
用深度不同，可以分为浅层换肤、中层
换肤、深层换肤。换肤作用的深度越
深，效果也越明显，同时不良反应发生
的概率也更高。

“刷酸”治疗需在具有医疗资质的
医院或诊所，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
进行操作，其所使用的“酸”并不是化
妆品。目前，“刷酸”治疗中使用的

“酸”种类很多，有些“酸”是不能用于
化妆品的，例如：维 A 酸、三氯醋酸
等。为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刷酸”
时“酸”的浓度一般相对较高。以医疗
机构皮肤科常见的“刷酸祛痘”为例：
治疗时果酸常用的浓度为20%、35%、
50%和 70%，水杨酸常用的浓度为
20%~30%。

“刷酸”可能引发不良反应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信息提示，
“刷酸”可能引发不良反应。

较高浓度的酸对皮肤具有一定的
刺激和破坏作用。随着“酸”浓度的增
加、停留时间的延长，发生不良反应的
概率也随之上升。治疗过程中可能出
现暂时性红斑、肿胀、刺痛、灼热等不
适，术后可能出现结痂、色素沉着等。
另外少见的有灼伤、糜烂、渗出、色素
异常、反应性痤疮、粟丘疹、毛细血管
扩张、接触性荨麻疹、瘢痕等症状。

“刷酸”是一项正规的
医疗行为

“刷酸”是一项正规的医疗行为，
属于医疗美容的治疗范畴。从其科学
原理来说，是对皮肤进行可控的损
伤。因此，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操作
的。在医疗机构进行“刷酸”治疗时，
专业人员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
合适的浓度和方案，并可科学观察和

判断治疗中的皮肤的反应进程，在必
要时给予干预或适时终止，以尽量减
少或减轻皮肤的不良反应。

专家介绍，“刷酸”是一个损伤过
程，但是这种损伤是可控的。通过加
速皮肤的代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但是“刷酸”的过程中，酸的浓度，停留
的时间，还有医生使用的力度，都是要
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调节，不是所有人
都不变的。叫停的时间是由医生来把
控的，把控不好，没及时叫停，就会造
成损伤。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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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宝宝舔食米粒大小的奶滴后，立刻
全身皮肤瘙痒、起红疙瘩、面肿嘴肿，
继而不省人事。生活中这样的牛奶严
重过敏反应，让患儿家长惊心动魄。
医学专家提醒，牛奶严重过敏可能危
及儿童生命，不容小觑。

“牛奶过敏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
最常见的一种过敏性疾病，可能发生
在各种喂养方式的婴儿中，包括纯母
乳喂养、配方奶粉喂养和混合喂养。”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
李宏说，大部分牛奶过敏者的过敏状
况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改善，约50%的
牛奶过敏患儿在5至6岁时发生耐受，
但牛奶过敏严重者不易发生耐受，少
数人的牛奶严重过敏甚至持续至成人
阶段。

李宏介绍，儿童的牛奶过敏症状
表现多样，如突发性或迟发性的皮肤
瘙痒，皮肤黏膜红肿、渗出、斑块，严重
者可能会在接触或进食牛奶制品后出
现烦躁哭闹、剧烈呕吐、面色苍白、倦
怠昏睡、腹泻水样或血性便、黏液便，
以及咽刺痒、咳嗽、咽喉水肿、喘息、肉
耳可闻及喘鸣、呼吸困难、不省人事、
血压下降、休克等。

李宏说，牛奶过敏具有可重复
性。大多数情况下，严格规避牛奶食
品2至4周后症状可完全缓解，再进食
牛奶会再出现过敏反应。由于无法预
见牛奶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生，因此，牛
奶过敏患者应尽早到专科门诊就诊，
及时干预；严重过敏者应随身备好急
救药物，出现过敏反应及时就医。

“患者提供的详细观察记录的病

史往往包含有价值的诊疗线索。”李宏
说，牛奶过敏一经确诊，患者应遵医
嘱，根据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合理的饮
食规避或替代，同时应保障满足患儿
正常生长发育需求的营养，定期复查
随诊，对症治疗，尽早判断耐受的发
生，及时恢复正常饮食。

专家提醒，造成牛奶过敏的主要
成分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包括酪蛋
白、β-乳球蛋白、α-乳清蛋白、牛血清
蛋白和乳铁蛋白，牛奶过敏患者应严
格避免食用这些牛奶蛋白。此外，含
牛奶食物广泛存在，如某些火锅底
料、口香糖，甚至一些护肤品、化妆
品、药品也含有牛奶。因此，儿童照
护者、教育者应尽可能多了解牛奶过
敏相关知识，以更好地呵护牛奶过敏
儿童健康成长。

酱油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含有多
达17种氨基酸，还有各种B族维生素
和一定量的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可
加热烹调，也可以凉拌，还可以点、蘸
着吃。不过，很多人在购买时都不太
注意选择酱油的品种，不管炒菜还是
凉拌菜都用一种酱油，这样做可能对
健康造成危害。

有实验表明，痢疾杆菌可在酱油
中生存2天，副伤寒杆菌、沙门氏菌、
致病性大肠埃希菌能生存23天，伤
寒杆菌可生存 29 天。为了安全着
想，酱油最好还是熟吃，加热后一般
都能将这些细菌杀死。

如果想做凉拌菜，最好选择专门
的凉拌酱油，这种酱油微生物指标比
烹调酱油要求严格。国家标准规定，
用于佐餐凉拌的酱油每毫升检出的
菌落总数不能大于 3 万个，即使生
吃，也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另外还要注意，酱油的含盐量高
达18%左右，即每6毫升酱油里大约
有1克盐。酱油中的盐既是为了调
味，也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
加的。患有高血压、肾病、妊娠水肿、
心脏功能衰竭等疾病的人，平时应该
小心食用酱油，以免影响病情。

“刷酸”美容
当心皮肤出现问题

国家卫健委发布新版戴口罩指引

给孩子喂牛奶

这些过敏的知识不能不知晓

只吃一种酱油
对健康不利

■ 于 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