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犬病可防不可治

胡轶虹：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病，主

要是被患狂犬病的动物（狗、猫等家养动物以及蝙蝠、狼、狐

狸等野生动物）咬伤所致，少数是被抓挠或伤口、黏膜被感

染所致，病死率几乎100%。狂犬病的潜伏期一般为1-3个

月，临床表现主要为高度恐惧、狂躁不安、恐水、怕风、怕光、

怕声响等，并逐渐出现咽喉肌肉痉挛、流口水、瘫痪、呼吸中

枢麻痹等症状，整个病程一般不超过5天。暴露后处置是

预防狂犬病的唯一有效手段，包括尽早进行伤口局部处理，

尽早进行狂犬病疫苗接种，需要时尽早使用狂犬病被动免

疫制剂。

什么是狂犬病暴露

胡轶虹：说起狂犬病疫苗，就得先解释一下“狂犬病暴

露”，狂犬病暴露情况分为三级，只有Ⅲ级暴露和Ⅱ级暴露

的部分情况下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I级暴露，指接触或者喂饲动物，以及完好的皮肤被舔

舐，一般无感染风险，无需进行医学处置，但应及时清洗暴

露部位。比如，狗舔了一下人的手，但人的皮肤是完好的，

这种情况及时清洗碰到的地方即可。

Ⅱ级暴露，指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者无明显出血的轻

微抓伤、擦伤，应处置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苗。比如，狗轻

轻咬了人一下，即便没有明显出血，也要及时处理伤口并注

射疫苗。当Ⅱ级暴露者伴严重免疫功能低下，或者Ⅱ级暴

露者其伤口位于头面部且不能确定致伤动物健康状况时，

按照Ⅲ级暴露者处置。

Ⅲ级暴露，指单处或者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者抓伤，

或者破损皮肤被舔舐，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被唾液或者组

织污染，或者直接接触蝙蝠，需要进行伤口处理并注射狂犬

病被动免疫制剂和接种狂犬病疫苗。

伤口处置越早越好

胡轶虹：伤口冲洗：用肥皂水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

替彻底冲洗所有咬伤和抓伤处约15分钟，然后用生理盐水

将伤口洗净，最后用无菌脱脂棉将伤口处残留液吸尽，避免

在伤口处残留肥皂水或者清洁剂。如伤口创面大或深，应

立即到犬伤处置门诊进行处置。

伤口消毒：用稀释碘伏或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

肤黏膜消毒剂涂擦伤口。

狂犬病疫苗如何接种

胡轶虹：首次暴露，越早接种狂犬病疫苗越好。目前，

狂犬病疫苗有两种免疫程序，分别是5针免疫程序和“2-1-

1”免疫程序。

5针免疫程序：分别于注射当天、第3天、第7天、第14

天和第28天各注射狂犬病疫苗1剂次，共注射5剂次。

“2-1-1”免疫程序：分别于注射当天注射2剂次，第7

天和第21天再各注射1剂次，共注射4剂次。

被狗咬伤后没有及时接种疫苗怎么办

胡轶虹：原则上是被狗咬伤后，越早接种狂犬病疫苗越

好。如果咬伤已超过24小时，但在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

的免疫力之前人没有发病，就仍然有效，仍需要注射疫苗。

由于狂犬病的潜伏期较长，对没有及时接种疫苗的人也要

与刚被咬伤者一样尽快补种疫苗。

狂犬病疫苗一般无不良反应

胡轶虹：狂犬病病死率几乎达100%，暴露后狂犬病疫苗

接种无禁忌症。狂犬病疫苗一般无不良反应，但个别接种

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比如，局部反应有接

种部位疼痛、红斑、水肿、瘙痒、硬结等；全身反应有轻微发

热、寒战、晕厥、乏力、头痛、眩晕、关节痛、肌肉痛、胃肠道功

能紊乱等。另外，极个别人可能出现皮疹、荨麻疹、神经性

水肿、过敏性休克等反应。极个别人员不良反应可能较重，

应及时就诊。

儿童接种了其他疫苗，还可以接种狂犬病疫苗吗

胡轶虹：正在进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儿童可按照

正常免疫程序接种狂犬病疫苗。接种狂犬病疫苗期间也可

按照正常免疫程序接种其他疫苗，但优先接种狂犬病疫苗。

注射了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者，应按要求推迟接种其他减毒

活疫苗。

可以接种不同品牌的狂犬病疫苗吗

胡轶虹：应尽量使用同一品牌狂犬病疫苗完成全程接

种。若无法实现，可用不同品牌的狂犬病疫苗替换，并按替

换疫苗的免疫程序继续完成剩余剂次。

接种疫苗过程中，有一针没及时接种怎么办

胡轶虹：应按时完成狂犬病疫苗全程接种，全程、规范接

种狂犬病疫苗可刺激机体产生抗狂犬病病毒的免疫力。当

某一剂次出现延迟，其后续剂次接种时间按原免疫程序作相

应顺延，无需重启疫苗免疫程序。

接种过狂犬病疫苗，再次“暴露”该怎么办

胡轶虹：再次暴露发生在免疫接种过程中，应继续按照原

有免疫程序完成剩余剂次的接种；全程接种后3个月内再次暴

露者一般不需要加强接种；全程接种后3个月及以上再次暴露

者，应于注射当天、第3天各加强接种1剂次狂犬病疫苗。

哪些人需在暴露前打疫苗

胡轶虹：狂犬病高暴露风险者应进行暴露前免疫，包括

从事狂犬病研究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接触狂犬病患者的工作

人员、兽医、动物收容机构工作人员、接触野生动物的研究人

员等。计划前往狂犬病流行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人员也可

进行暴露前免疫。暴露前基础免疫程序为注射当天、第7

天、第21天或第28天各接种1剂次狂犬病疫苗。持续暴露

于狂犬病风险者，全程完成暴露前基础免疫后，在没有动物

致伤的情况下，1年后加强1剂次，以后每隔3-5年加强1剂

次。对妊娠妇女及患急性发热性疾病、处于急性过敏期、使

用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者可酌情推迟暴露前免疫。

去哪可以接种狂犬病疫苗

胡轶虹：具体接种地点可向居住地12320卫生热线、疾控部

门以及居住地附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公共卫生机构咨询。

狂犬病疫苗，该如何接种
本报记者 毕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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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医药故事意义非

凡，它不仅是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更是讲

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怎样讲好中医药故

事？如何把中医药知识变成

“接地气”的宣讲作品？在7月

12日由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

的全省首届中医药文化宣讲

员大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给出

了答案。

本次大赛以“讲好中医药

故事 弘扬中医药文化”为主

题，旨在贯彻落实《“十四五”

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

案》的部署要求，培育中医药

文化传播宣传专业队伍，大力

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为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比赛现场，为了让参赛作

品形式新颖、易于传播，进入决

赛的15名选手可谓费尽心思。

“在这药田的一角，有一种

植物，它的叶子轻如蝉翼，却承

载着沉甸甸的历史与智慧，它

就是青蒿……”在个人宣讲秀

环节，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临

床第三医院的参赛选手李晓娟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了青蒿

的故事，为比赛拉开了序幕。

“大家来看看这一味药材，

其形状像不像我们的手掌，而

且手指分明，这味药就是疏肝

理气的名药——佛手。”来自农

安县基层诊所的医生贾大维，

以其平实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

中草药介绍，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印象。

来自长春市中医院的参赛

选手董强，以张仲景的3个故

事为切入点，生动讲述了张仲

景何以为“医圣”的故事。其宣

讲风格极具感染力，引发观众

强烈共鸣。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评书、仙侠小说、纪录片等表现形式

作品。这些宣讲作品把传统中医药的深厚底蕴展现得淋漓尽

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医药学的灿烂文化。

“选手们准备得非常充分，主题选择广泛且深入，涵盖了

中国古代名医、中医经典故事、中医特色技术以及道地药材等

老百姓关心的中医药话题，而且作品创意精妙、语言朴实，形

式活泼，充分展示了宣讲员在传播中医药知识方面的专业能

力。”大赛评委、长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龚保华说。

才艺大比拼环节更是展示了选手们多才多艺的一面，他

们以情景小短剧、脱口秀、歌舞、京剧、书法、乐器等多重才艺

展示形式，精准体现了穿越历史的中医药文化精髓。比赛现

场，更有亲友团参与助力，将赛场氛围感拉满。

经过激烈角逐，评选出金牌宣讲员1名、银牌宣讲员3名、

铜牌宣讲员5名等若干奖项。其中，长春市中医院董强荣获金

牌宣讲员，长春市中医院刘润伍、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孙鹤、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辛宇咛荣获银牌宣讲员。

董强坦言：“获得这份殊荣，是领导的信任，也是同事们的

支持，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未来，我会一直把中医药

文化宣传工作做下去，让中医药文化落地生根。”

省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冯健表示，中医药人有责任

和义务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主力军”，应主动担负起中医

药文化宣传的社会责任，全方位参与人民生命全周期的健康

服务，让中医文化自信灿烂延续。同时，省中医药管理局将继

续深入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挖掘中医药经典，讲好中医

药故事，传播中医药文化，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不断

夯实中医药发展的公众基础，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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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家

胡轶虹 吉林省人民医院犬伤及预防接种门诊主

任、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吉林

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中国疫苗行业协会狂犬病防

控分会委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委

员、急诊专科医联体动物致伤专委会委员等。

日前，河南一名3岁男童在路边被恶犬咬伤，还没来得及完成狂犬病疫苗第

5针接种就不幸离世，令人唏嘘不已。那么，哪些情况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该

如何接种？本期我们就邀请《求证》专家为大家讲讲如何接种狂犬病疫苗。

7月15日正式入伏。俗话说：“热在三伏”，每年的三伏

天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的时段，一般持续30-40

天。这个时间段也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期。作为中医传

统疗法，“冬病夏治”的原理是什么？什么是“冬病”？又如何

“夏治”？对此，记者采访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临

床中心门诊主任陈新华。

“中医讲究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冬病夏治是根据《黄帝

内经》中‘春夏养阳’的原则，在夏季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节，

通过治疗调理身体促进体内的寒气宣达于体外，同样人体的

阳气也处于最盛时期，天人相应能帮助人体阳气更好地生

发，使得人体达到阴阳平衡，从而达到治疗疾病及养生保健

的目的。”陈新华说。

那么“冬病夏治”适合哪些疾病呢？“简单来说，就是冬天容

易发作的疾病，比如慢性咳嗽、哮喘、咽炎、反复呼吸道感染等

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等脾胃虚寒性疾病；风湿

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腰腿冷痛、腰肌劳损、膝关节炎等寒湿性

骨性关节病；月经不调、痛经、产后风湿、多囊卵巢等妇科疾病

以及阳虚体质、气虚体质、体虚易感等亚健康状态。”陈新华说。

“冬病夏治”需要辨证论治，针对不同的“冬病”选择适宜

的“夏治”手段。比如，三伏灸主治强直性脊柱炎、颈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月经不调、痛经、消化不良等，还可保健防病，改

善体质。三伏贴主治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

炎、体虚易感风寒、风湿与类风湿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脾虚

腹胀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针灸、督灸、任脉灸、穴位埋

线、拔罐、刮痧、中药、膏方等方法来治疗“冬病”。

陈新华特别提醒，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冬

病”也是一样，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所以在“夏治”上

也要遵循延续性和连贯性，如果发现“夏治”的治疗效果不

错，建议连续进行3年“冬病夏治”的治疗过程，以起到减轻

疾病、预防疾病、强健体质的作用。

进入三伏天，听听专家怎么说——

哪些“冬病”最宜“夏治”
本报记者 张添怡

配料：鸡骨架1个、鸡脯肉200克、金

华火腿10克、陈皮、黄芪、桂圆各3克。

功效：益气养血，理气安神，强身健

体。

做法：
1.鸡骨架切块备用。

2.瓷盆中放入鸡骨架，加500毫升

清水淹没鸡架，再放入陈皮、黄芪、桂圆、

金华火腿、姜片、盐、味精，上蒸锅，用急

火蒸50分钟，取出，将汤沥出备用。

3.将鸡脯肉去筋，用刀背拍松，捶

茸，去尽筋络，再用刀反复剁细成鸡泥，

再用打碎机制成浆状，取蛋清，放入适量

淀粉，加辅料，再放入适量的纯净鸡肉

汤，清水调匀，备用。

4.锅洗净置火上，加清汤烧沸，将

鸡茸浆搅匀后放入锅内。

5.待微沸将锅移至小火上煨氽10

分钟，使之凝聚成鸡豆花。

6.豌豆苗入沸水中氽熟，捞入汤碗

中，然后舀入鸡豆花，并灌入清汤即成。

适宜人群：适用于气血两虚所致少

气乏力，面色少华，记忆力减退，咽中有

痰等人群；也适用于久病体虚的病人。

注意事项：
1.糖尿病、高尿酸血症、肾病、肥胖

的人群慎用。

2.平素手脚心热、心烦、怕热的人

群慎用。

3.平素情绪低落、易怒，伴随口唇

紫暗的人群慎用。

方解：本膳食处方中黄芪具有补气

升阳，益卫固表，利水消肿，无论是脾虚

食少、倦息乏力，黄芪皆为必用之品。桂

圆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可补心脾而不滋

腻，益气血而不滞；配以陈皮辛香之品理

气健脾、燥湿化痰，可使全方补中有行，

补而不滞。

提示：本期药膳由吉林省中医药科

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博崛餐饮有限公司

他五叔东北地锅菜及中国银行培训中心

提供，药膳功效解释权归其所有。吉林

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提醒：服

用药膳因人而异，请谨遵医嘱服用。

（本报记者张添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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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开宇）近日，吉林大

学化学学院徐如人院士、于吉红院士和

闫文付教授主编的专著《Introduc-

tion to Condensed Matter Chemis-

try》由国际权威学术出版机构Else-

vier正式出版，该书是国际上第一部关

于凝聚态化学的著作。

主编之一、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闫

文付教授介绍，迄今为止，人类已创造

出数以亿计的非自然化学物种与物

相，它们的化学性质和相互反应主要

由具有特定组分和结构的凝聚态所决

定。目前，化学作为研究物质组成、结

构、性质、反应、转化及应用的基础自

然科学，其所描述与探究的内容仍多

停留在以分子或理想晶体为研究对象

的基础上，导致无法全面准确地阐释

实质上是以凝聚态为主体的化学科

学。基于此，徐如人院士于2018年首

次提出“凝聚态化学”概念，呼吁化学

界同仁共同重视对凝聚态化学的研究

与学科建设。

该书的三位主编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邀请国内外化学、生物等相关领域

的专家从凝聚态化学的研究对象与主

要科学问题出发，分别从固体化学、有

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水溶液化学、水

热合成化学、离子液体化学、熔盐化

学、气相反应化学、纳米材料化学、高

压化学、生物化学以及凝聚态工程学

等方面，向国际化学界系统介绍了凝

聚态化学学科。该书受到了Elsevi-

er（国际出版机构）的高度评价，并希

望继续合作出版更多有关凝聚态化学

的著作。

该书的出版，对吸引更多专家学

者加入凝聚态化学的研究，共同思考

凝聚态化学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具有

重大促进作用；对在凝聚态化学的层

面上研究并重新审视化学问题提供

了科学性、系统性的理论依据；对发

展凝聚态化学相关理论，持续推动化

学、生物、物质，乃至材料科学的发展

意义重大。

由吉林大学三位学者主编

国际首部凝聚态化学专著问世

本报讯（记者徐慕旗）近日，由省科协、蛟河市政府主办，

省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省特产学会、

省园艺特产协会、蛟河市科协等共同承办的第十三届吉林省

科协年会分会场——“灵芝日”启动大会暨长白山食药用菌产

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蛟河市举办。

本次论坛以“坚持科技创新 引领助推食药用菌产业形成

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邀请来自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

所、黑龙江省微生物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10位专家

作报告。与会人员围绕中药灵芝历史沿革及其健康价值研究

进展，中国灵芝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鲜食松杉灵芝评价及应

用，灵芝野生资源、品种选育、人工栽培、成分及药理药效，桑黄

品种选育、菌种生产、规模化种植，黑木耳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

研究进展，羊肚菌人工栽培研究进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与

探讨。论坛期间还发布了《吉林长白山灵芝孢子粉团体标准》，

举行了“灵芝日”启动仪式和企业推介交流会。论坛结束后，与

会人员赴黄松甸镇现场观摩了福芝道（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加工车间、蛟河市森百味食品有限公司产业园。

食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办

舌尖上的本草

杨慧制图

为增强青少年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日前，长春市
南关区人民法院法官走进南关区西五小学开展“与法同行”普
法宣传活动。法官为同学们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重点
内容，并发放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手册、法律主题纪念本等物
品。此次活动有力地增强了学生们的法治意识。 孙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