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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嚼口香糖，大家可能会想到
清新口气、预防龋齿或解馋，并不会和
手术扯上关系。但术后多嚼口香糖，
确实对患者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促进胃肠功能恢复。咀嚼口香
糖可模拟食物进食，被大脑认成一种
假饲，激活“头-迷走神经”反射，增加
胃泌素、神经降压素、胰多肽等的分
泌，可增强肠蠕动。咀嚼运动及口香
糖对口腔的刺激还可引起一系列神

经-体液反射，比如刺激口咽部增加
唾液分泌，使胃肠活动增加。迷走神
经被激活后，可增加乙酰胆碱的释
放，减轻炎症反应，缓解术后不适、减
轻疼痛。

降低咽喉疼痛发生率。全身麻醉
术后，咽喉痛发生率为43.3%，咀嚼口
香糖可将发生率降至23%，尤其是存
在咽部黏膜损伤的患者。

抗菌抗炎。咀嚼时，唾液中碳酸

氢盐的浓度增加，进而升高唾液的pH
值，可直接或间接抗菌抗炎，大大减少
口咽黏膜损伤患者的并发症。

目前，临床推荐嚼口香糖的最佳
时机是麻醉清醒后约2小时。由于紧
张、焦虑，部分患者术前可能出现唾液
分泌减少，不妨也嚼嚼口香糖，可缓解
术前紧张焦虑的负面情绪，还能刺激
唾液分泌，润滑口腔和黏膜，有助通气
装置置入口腔，减少黏膜创伤。

关于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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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嚼口香糖对身体有益
■ 杨 晨

OK镜佩戴超时
有风险

突然腋窝痛当心是疾病信号
■ 冯 丹

突然出现的腋窝痛虽然在临床中
是很常见的症状，多数可在短时间内消
失，但大家也不能不当回事，因为它还
可能是一些疾病，甚至是大病信号。

乳腺增生。这种情况常见于女性
患者，可累及一侧或两侧乳房，疼痛主
要出现在乳房肿块处，也可向腋窝、胸
胁或肩背部放射，常随着月经周期、情
绪变化而加重或减轻，是乳腺增生的
主要特点。

局部炎症。如果乳腺炎、腋下软
组织感染、毛囊炎或其他部位的感染灶
流经淋巴管，“抵达”腋窝，可导致腋窝
部位的淋巴结发炎，出现胀痛、红肿等

症状。如果未能合理治疗，甚至会引起
继发性感染，导致胳膊无法正常活动。

乳腺癌、肺癌。需要警惕的是，乳
腺癌、肺癌也可引发腋窝疼痛。当患
者的癌细胞转移到腋下的大淋巴结，
可导致淋巴结肿大，压迫局部神经，出
现腋窝疼痛。

神经炎。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
状疱疹病毒引起的皮肤、神经损伤疾
病，可导致神经炎，而腋窝是带状疱疹
的好发部位之一，因此也易出现腋窝
痛。若治疗不及时，很容易发展为“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增加患者的痛苦
和治疗难度。

胸膜炎。患胸膜炎时，脏层
胸膜、壁层胸膜会随着呼吸相互
摩擦，出现疼痛，而腋下、胸侧面
是肺活动度最大的位置，因此这
个部位疼痛最明显。

冠心病。大多数冠心病患
者发作时，胸骨后会出现巴掌大
小的钝痛、闷痛或压榨感。但不
少患者的症状不典型，可放射至
左肩部、左上肢、左侧腋窝。因
此，一旦出现腋下疼痛，一
定要及时就诊，明确疼痛来
源，对症治疗，以免贻误治
疗时机。

OK镜即角膜塑形镜，是一种逆几
何设计的透氧性硬性角膜接触镜。夜
间配戴OK镜时，通过泪液张力以及镜
片塑形力来改变角膜前表面的弧度，
从而起到矫正一定度数的近视和散光
的作用。

由于通过OK镜改变角膜弧度只
是暂时的，过了一定的时间，角膜会恢
复至原本的状态。为了一直保持白天
拥有清晰的裸眼视力，患者需要每晚
佩戴OK镜。一般来说，每天持续佩戴
OK镜的时间为8~10小时，一般不能超

过10小时。由于角膜的正常代谢
需要氧气，虽然OK镜具备良好的
透氧性，但如果佩戴OK镜时间过
长，仍可能增加角膜缺氧和水肿
的风险，而且也没有超时佩戴的
必要。当然，OK镜佩戴的时长也
不宜过短，因为充足的戴镜时间
是维持白天良好视力的前提，如
果佩戴时长不足，会使得塑形量
不足，影响摘镜后的视力。所以
应根据医生建议的戴镜时长进行
合理佩戴OK镜。

此外，OK 镜不能“一镜到
底”，建议定期复查并及时更换。
虽然OK镜价格不低，但它也是有

使用期限的，一般需要一年至
一年半更换一次，可千万不能

因为省钱而一直戴下去。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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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研究论证结果和
疫情防控需要，近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启动了新冠病毒疫苗
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哪些人打
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不同技
术路线疫苗能混打吗？打加强针
有哪些注意事项？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有关专家对焦点问题进
行回应。

为什么要打加强针

已经完成新冠病毒疫苗
全程接种后为什么还要打加强
针？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加强
免疫可以提高抗体水平，
快速让抗体水平反弹。

“根据国内外
的研究结果分析，

现在疫苗接种后
预防感染，尤其

是预防重症
和 死 亡

的 效

果比较好。”王华庆表示，完成全程免
疫接种后的感染风险和未接种疫苗感
染风险相比大大降低。

但是，研究显示，随着接种疫苗时
间的推移，受种者的中和抗体水平在
下降，保护效果在减弱。王华庆表示，
这种情况下增加疫苗接种针次，是提
高免疫水平、增加保护性的一项措施。

哪些人打加强针

加强针接种是否面向全人群？
专家表示，目前开展的是重点人群加
强免疫，后续是否扩大范围，会根据
疫情防控需要和相关研究结果做出
综合研判。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
良有介绍，完成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
京科兴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灭
活疫苗和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载
体疫苗全程接种满6个月的18岁及以
上人群，可进行一剂次加强免疫。

他表示，加强免疫接种目前优先
在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运
行的关键岗位人员中开展。同时，各
地要统筹考虑口岸、边境、重大活动等
疫情防控需要和60岁及以上等感染后

导致重症风险高的高危人群等因
素，扩大加强免疫接种人群

范围。对其他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要
的人群，也提供加强免疫接种服务。

不同技术路线疫苗能混打吗

加强针和之前接种的剂次可以使
用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吗？专家建
议，应选择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产品
进行加强免疫。

王华庆介绍，对于不同技术路线，
即异源疫苗接种的问题，有关专家后续
会根据相关企业研究结果进行论证。

“我国目前采取的加强免疫接种
策略是同源疫苗接种，即使用灭活疫
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是用灭活疫苗加
强，使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完成全程免
疫的还是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王
华庆说。

打加强针有哪些注意事项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安全性
如何？有哪些注意事项？

王华庆介绍，根据研究
结果看，新冠病毒疫苗加强
针发生的不良反应水平没有
超出既往针次出现不良反应
的水平。

关于注意事项，

王华庆提示，之前选择
灭活疫苗或者腺病毒载体
疫苗出现急性过敏性反应
的，后面作为禁忌不能接
种。接种疫苗后要现场留
观30分钟，以评估接种后
可能出现的风险。此外，接
种疫苗后要避免剧烈运
动，保持平稳生活状态。

“接种疫苗会出现
一些不良反应，第三剂
次接种可能会出现发
热、头痛、疲劳。”王华
庆表示，这些都属于
一般反应，不需要专
门的治疗，但是假
如症状一直在持
续，且症状比较
严重，要及时
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