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筋膜枪按摩虽爽，也别用力过猛
●莫鹏

日前一则关于“筋膜枪按摩颈椎导致脑梗”的新闻，又一次给大家敲响了颈部按摩安全的警钟。南京35岁的王

先生，从不吸烟、饮酒，还热爱运动，却在一次用筋膜枪按摩颈部后，出现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右侧偏瘫等症状，就医

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其原因很可能是他使用筋膜枪按摩颈部用力过猛、频率过高。那么，颈椎按摩有哪些注

意事项？在自行使用按摩器械时又该如何保证安全？

安全按摩颈椎应有专业指导
按摩是以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

为理论基础，并结合西医的解剖和病
理诊断，用手法作用于人体体表特定
部位，来达到理疗目的。从医学角度
来看，按摩对人体有显著益处，它不仅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帮
助身体排除多余的废物和毒素，还能
有效缓解肌肉的紧张和疲劳。此外，
按摩通过刺激神经末梢调节神经系统
的兴奋性，可起到镇静安神、舒缓压力
的作用。

以颈椎为例，长时间的坐姿或伏
案工作容易导致颈椎肌肉紧张和僵
硬，进而引发颈椎不适。通过专业的
按摩可以放松颈部肌肉，缓解颈椎压
力，改善颈椎的血液循环。这一过程
不仅有助于缓解颈椎疼痛，还能提高
颈椎的稳定性，减少颈椎病的发生。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因颈部不
适会选择购买市面上的按摩器械自行
按摩颈椎，以缓解颈部的疲劳和疼
痛。应急总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
师缪国斌提醒，这种做法背后隐藏着
诸多风险。

首先，缺乏专业指导。缺乏专业
的医学知识和按摩技巧，就难以准确
判断颈椎病变的类型和程度，盲目按
摩可能导致颈椎进一步受损，甚至加
重病情。

其次，可能误伤重要结构。颈椎
周围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和血管，不当
的按摩手法和力度会直接损伤这些重
要结构，引发神经受压、血管破裂等严
重后果。

第三，有诱发并发症的风险。自
行按摩颈椎有诱发颈椎病、颈椎骨折、
颈椎脱位等并发症的风险。这些并发
症不仅治疗难度大，还会对患者的生
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为了避免这些风险，建议在
进行颈椎按摩前先咨询专业医生或理
疗师，了解自己的颈椎状况，并在他们
的指导下进行按摩。如果选择按摩
师，也一定要前往正规的按摩机构，并

确保按摩师具备专业资质。
用力过猛可能导致哪些损伤
新闻中提到，医生认为王先生按

摩颈椎导致脑梗的原因大概率是“用
力过猛、频率过高”。为什么自己感觉
能承受的力度，对颈椎而言却是难以
承受的暴击呢？这与颈椎生理构造的
特殊性有关。

作为连接头部和躯干的桥梁，颈
椎具有支撑头部、保护脊髓和神经根
等重要功能。颈椎由7块椎骨组成，每
一块都有特定的形态和功能。其中，
第一颈椎和第二颈椎的关节结构最为
特殊，能使头部进行多方向的灵活转
动，正因如此，这两块椎骨也更加脆
弱。同时，颈椎周围分布着丰富的动
脉和静脉，如颈动脉、椎动脉等，为大
脑提供血液供应，而颈椎椎管内有脊
髓和神经根，负责传递大脑与身体各
部分之间的神经信号。这些血管和神
经在受到外力作用时如果受损，会引
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颈椎既需要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以
支撑头部重量，又需要具备一定的灵
活性以适应头部的多方向转动。保持
这种平衡状态十分重要，一旦被外力
作用打破平衡，就会导致颈椎结构紊
乱和功能受损。

在临床上，颈椎因外力作用导致
的损伤主要有以下几种。

动脉夹层 如前所述，颈动脉位置
表浅且脆弱，持续受外力刺激可能形
成动脉夹层。动脉夹层是指动脉壁内
膜与中膜之间形成血肿，导致血管腔
狭窄或闭塞。一旦动脉夹层发生破裂
或形成血栓，将引发脑梗死等严重后
果。新闻中王先生遇到的就是这种情
况。

神经根受压 颈椎按摩时，如果手
法不当或用力过猛，会压迫神经根。
神经根连接的是脊髓与外周神经，一
旦受压，将导致上肢麻木、疼痛、无力
等症状，严重时还可引发神经功能障
碍，如肌肉萎缩、感觉丧失等。

颈椎关节紊乱 颈椎关节紊乱是指

颈椎关节之间的位置关系发生改变，
如颈椎错位、颈椎曲度改变等。这些
改变将影响颈椎的稳定性和功能，导
致颈部疼痛、僵硬，甚至引发颈椎病、
颈椎骨折等。

软组织损伤 颈部肌肉、韧带等软
组织在受到过度挤压或拉伸时可能
发生损伤，引发颈部疼痛、肿胀等症
状。软组织损伤的恢复时间较长，且
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不
便。

为了避免这些损伤的发生，在进
行颈部按摩时应保持谨慎态度，掌握
适当的力度和频率是关键所在。

几类人群需慎用按摩器械
虽然按摩器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缓解颈部疲劳和疼痛，但并非所有人
都适用，以下人群对此需格外谨慎。

颈椎病患者 这类患者的颈椎结构
已经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如颈椎曲
度变直、颈椎间盘突出等。使用按摩
器械可能会加重病变程度，甚至引发
颈椎骨折、脊髓损伤。

高血压患者 这类患者的血管壁弹
性减弱，血压波动较大，使用按摩器械
可能引发血压升高或血压骤降等不良
反应，增加脑出血的风险。

动脉硬化患者 这类患者的血管壁
增厚、管腔狭窄，血液流动不畅，使用
按摩器械可能加重血管损伤，引发血
栓形成或血管破裂等严重后果。

出血性疾病患者 血小板减少症、
血友病等出血性疾病患者在使用按摩
器械时容易引发皮下出血、血肿，这些
问题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加重患者
的病情。

孕妇 孕妇应避免使用具有强烈
震动或电流刺激的按摩器械，以免对
胎儿造成不良影响。

对于以上人群来说，在使用按摩
器械前的最佳做法是先咨询专业医生
或理疗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适
合按摩还是应采取相应治疗措施。即
便可以使用按摩器械，也建议先尝试
较轻的力度和较低的使用频率，并密

切关注身体有无异常，如有不适，立刻
停止按摩。

保护颈椎牢记五件事
了解颈椎的生理构造及其特殊

性，有助于更好地保护颈椎。在日常
生活中，大家应有意识地减轻颈椎负
担，从5个方面来保护颈椎。

1.保持正确姿势减轻颈椎负担
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娱乐，都应

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避免长时间
低头或仰头看手机、电脑等电子设
备。注意调整桌椅高度和角度，尽可
能让颈椎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

2.适当锻炼增强颈部肌肉力量
通过适当的锻炼可以增强颈部肌

肉力量和提高颈椎稳定性。例如，颈
部伸展运动、瑜伽等都可以放松颈部
肌肉和韧带，改善颈椎血液循环。锻
炼时需循序渐进，掌握好力度，避免加
重颈椎负担或引发损伤。

3.选择高度合适的枕头
枕头的高度和材质对颈椎健康至

关重要，合适的枕头可以保持颈椎的
自然曲度并减少颈椎受力。一般来
说，习惯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应与自
己的拳头高度一致，大约在 8—12 厘
米；习惯侧卧的人，枕头高度建议与自
己一侧肩宽长度一致，大约在 10—15
厘米。枕头的材质应柔软适中且具有
透气性。

4.寒冷天气避免颈部受凉
颈部受凉可导致血管收缩和血

液循环不畅，加重颈椎负担并引发
疼痛等。因此，在寒冷天气中应使
用围巾或穿着高领衣服来做好颈部
保暖。

5.定期进行颈椎检查
定期进行颈椎检查可以及时发现

颈椎病变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特
别是对于长期伏案工作、年龄较大或
患有颈椎病史的人群来说，必要时应
遵医嘱进行X光、CT等影像学检查，了
解颈椎的结构和形态变化，为诊断和
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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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皮肤干燥，试试这几招
●马坚池

一到秋冬，我们的皮肤就会以肉眼
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干燥。如果此
时出现了起皮、紧绷、干纹等情况，可能
是皮肤在提醒你“缺水”了。

注意这些问题
相对湿度下降，对皮肤有多大影

响？一方面，它会影响皮肤表层的含水
量——相对湿度下降过快，会加重皮肤
的干燥；另一方面，除了干燥，皮肤还会
更粗糙，弹性也有所降低。

每个人适应干燥气候的能力不同。
当很难适应的时候，有的人洗脸后皮肤
紧绷，有的人皮肤细纹增多，有的人皮肤
瘙痒，有的人长湿疹，还有的人表现为原
来的皮肤病复发或者加重……概括来
讲，可能出现以下问题：

一是皮肤干燥、加速老化。单纯的
皮肤干燥，指的是皮肤发红、起颗粒或
者明显瘙痒。这种情况很普遍，好在症
状比较轻微。比较常见的干燥部位是
脸和手，还有的表现在嘴唇、小腿和脚
后跟等部位。长期干燥可能导致皮肤
屏障功能受损，引发敏感、瘙痒等问题。

虽然秋冬季阳光不如夏季强烈，但
紫外线依然存在且穿透力强，若长时间
暴露在阳光下，会加速皮肤老化，破坏
皮肤屏障功能，导致皮肤松弛、皱纹加
深、色斑增多等。

二是湿疹与皮炎。天气干燥可能
导致皮肤水分蒸发过快，使皮肤表面形
成微小的裂痕，为细菌、真菌等微生物
的入侵提供机会，从而引发湿疹、皮炎
等过敏性皮肤病。

这里所说的“湿疹”主要指干性湿
疹，也叫乏脂性湿疹，通常由气候干燥、
开空调/暖气、空气相对湿度降低而引
发，胳膊、腿、屁股等部位都可能遭殃，
表现为皮肤发红、开裂和瘙痒。

三是“蛇皮肤”和“鸡皮肤”。这个
季节，“蛇皮肤”和“鸡皮肤”较为常见。

“蛇皮肤”指的是医学上的“鱼鳞病”，喜
欢长在小腿，表现为蛇皮样不易脱落的

片状皮屑。其特点是小腿部位的皮肤
干燥、粗糙、起皮屑，且旧的皮肤细胞脱
落比较慢。进入秋冬季后，天气变得更
加寒冷、干燥，这些表现也就更明显。

“鸡皮肤”指的是医学上的“毛周角化
症”，喜欢长在脸颊、上臂和大腿等部
位，表现为围绕着毛囊长出很多小颗
粒，颗粒中心往往有卷曲的汗毛，有的
颗粒还能挤出白色的物质。同样，气候
干燥时，“鸡皮肤”也会更明显，像鸡皮
疙瘩似的。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症状，最直接的
原因是室内空气相对湿度下降（同季节
关系大），皮肤短时间无法适应。

如何预防
进入秋冬季节，如何防止皮肤干

燥？
保持室内湿度。通过使用加湿器

或放置水盆等方式，增加室内湿度，减
少皮肤水分蒸发。同时，注意定期开窗
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建议关注室
内的相对湿度，如果低于 40%，可以考
虑开加湿器，大多数人更适应 40%～
60%的相对湿度。

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应多吃富含
维生素A、C、E及Omega-3脂肪酸等抗
氧化物质的食物，如胡萝卜、菠菜、柑橘
类水果和坚果等，这些食物有助于增强
皮肤屏障功能，抵抗外界刺激。多喝水
也是保持皮肤水润的好办法。

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
新陈代谢，有助于改善皮肤状态。但运
动后应及时擦干汗水、更换干爽衣物，
避免汗水长时间停留在皮肤上引发不
适。此外，晚睡的人们别忘了调整作
息，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
过度劳累，因为良好的作息习惯有助于
调节内分泌系统，改善皮肤状态。

温和清洁，加强保湿。洗澡时间不
用太长，一般 5到 10分钟即可，不建议
超过 15分钟。水温不要太高，以免破
坏皮肤表面的油脂层，最好别超过

42℃，38℃到40℃适合大多数人。选择
适合敏感肌肤的洁面产品，比如弱酸性
的沐浴露这类温和不伤肤的沐浴产品，
不建议使用普通香皂和药皂。

洁面后应及时涂抹保湿产品，以锁
住皮肤水分，可选择含有透明质酸、甘
油等保湿成分的面霜、乳液等护肤品，
或者定期敷保湿面膜，为皮肤提供充足
的水分和营养。对于特别干燥的部位，
如手肘、膝盖等，可以涂抹更滋润的护
手霜或身体乳。虽然是秋冬季，防晒工
作依然不能放松。选择SPF值适中、质
地轻盈的防晒霜，每天出门前涂抹于暴
露部位，以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怎样缓解
对于已经出现干燥症状的皮肤，可

以采取以下护理措施进行缓解：
温和去角质。定期使用温和的去

角质产品，比如尿素乳膏、水杨酸乳膏
等，去除皮肤表面的死皮细胞，促进新
细胞的生成和代谢。但频率不宜过高，
以免损伤皮肤屏障。

舒缓修复。选择含有芦荟、洋甘菊

等舒缓成分的护肤品进行护理，维生素
E 乳膏、凡士林乳膏也是常用的保湿
剂，有助于减轻皮肤的不适。对于已经
出现红肿、瘙痒等症状的皮肤，可以使
用冷敷或涂抹抗过敏药膏进行缓解。

“蛇皮肤”和“鸡皮肤”虽然无法治愈，但
有很多护理和改善的办法，比如少用粗
糙物品过度摩擦病变处，适当使用改善
角质的外用产品等。

抗炎抗敏。对于因干燥引发的过
敏性皮炎等皮肤问题，可以使用含有抗
炎、抗过敏成分的护肤品来护理。如果
有些严重，可搭配药物治疗，比较常规、
有效的药物是地奈德乳膏（力言卓）、丁
酸氢化可的松乳膏（尤卓尔）、糠酸莫米
松乳膏（艾洛松），这些虽然药店就能买
到，但最好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专业治疗。如果干燥症状严重或
持续不改善，建议及时就医寻求专业治
疗。皮肤科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
疗、物理治疗等。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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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冬季节，气温变化剧烈，空气也变得干燥，这
一时期正是许多青少年呼吸道疾病的易发时期。近日，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首席专家、主任
医师曹玲为我们讲解了关于秋冬季节儿童呼吸道感染的
最新流行趋势、实用预防措施、家庭护理的要点和科学有
效的治疗方法，为广大家庭提供实用科学的指导与建议。

记者：秋冬季节，儿童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有哪些类
型？

曹玲：常见的呼吸道感染包括：上呼吸道感染、下呼
吸道感染。一般来说，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相对轻一些，
下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相对重一些。下呼吸道感染的时
候，孩子通常会高烧，咳嗽比较剧烈，可能还有呼吸急促
等一系列的症状。一般来说，病程比较短的都是上呼吸
道感染，如果孩子出现发烧 3 天以上还不退烧、精神不
佳、食欲不好、呼吸明显增快等症状，就要注意下呼吸道
感染的可能。

记者：儿童呼吸道感染疾病如何预防？
曹玲：首先，要让孩子勤洗手、戴口罩、避免去人多的

地方。第二，从儿童的角度来说，他们手上可能会沾有很
多的细菌、病毒，要避免用手挖鼻孔、揉眼睛。第三，家里
要注意开窗通风，这个也是预防呼吸道感染很有效的一
个手段。我们每个人的呼吸道里都可能带有细菌、病毒，
所以人员密集的地方或家里人多的时候，空气就不太好，
要按时开窗通风。第四，要注意加湿。冬天比较寒冷，空
气比较干燥，空气的湿度比夏天低很多，这个时候可能我
们的呼吸道就会感觉到不舒服。

记者：对于已经患上呼吸道疾病的儿童，饮食上有哪些
需要注意的地方？

曹玲：要注意让孩子清淡饮食，不要吃刺激性的食
物，不要吃味道特别重的食物。牛奶、蛋羹这些都是可以
吃的，要给孩子适当补充营养。另外，要让孩子多饮水，
有发热症状时孩子出汗是比较多的，要给他及时补充水
分。

如果是一般的呼吸道感染，让孩子好好休息，注意补
充营养，多饮水，用一些对症的退热药物，或止咳化痰的
药物，或清热解毒的中药就能有效缓解。家长们不用频
繁地带孩子到医院就诊，这样反而会增加交叉感染的可
能性。

记者：儿童患上呼吸道疾病后，多久可以康复？
曹玲：大多数的上呼吸道感染 3~5 天就好了，但是如果 3~5 天还没有

好，或者症状没有减轻，还进一步加重了，就要到医院去看医生，检查是
不是变成了下呼吸道感染。此外，康复的时间还和孩子本身的体质有
关，有的孩子身体抵抗力比较强，他可能很快就康复了，抵抗力弱的孩子
可能持续的时间就长，症状也相对明显，比较容易反复。

记者：频繁使用抗生素治疗儿童呼吸道疾病是否有弊端？
曹玲：无论是从医生的角度，还是从大众的角度，抗生素都是不可

以随便乱用的。呼吸道感染大多数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感染不
需要使用抗生素，不合理使用会增加抗生素的耐药性。此外，频繁地使
用抗生素会破坏肠道的正常菌群，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给孩子使用抗生
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记者：对于有哮喘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儿童，秋冬季节需要特别注意什
么？

曹玲：哮喘的病人在冬季容易发作。冬季呼吸道感染的概率很高，
虽然哮喘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但是一旦呼吸道感染的时候，也会诱发
哮喘的急性发作。

所以提醒哮喘患儿的家长们，在冬季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规则
地给孩子使用抗哮喘的药物。哮喘本身是一个慢性疾病，有一些长期维
持治疗的药物，在冬季尤其要认真用药，遵照医嘱。

（据《中国妇女报》）

□健康提示

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
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4年第七版新闻记者证全国统一
换发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对符合
换证条件的拟换发新闻记者证人员
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现将拟换发
新闻记者证人员予以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

拟换发新闻记者证人员：张雪
梅、曹秀霞、冯晓敏、封斌、董仙鹤、杜
兆侠、张耀、杨丽霞、段磊、彭科、赵
钦、耿欣、徐桂敬、贺冉、汪斌、连岩
峰、孙宇、云艳芳、李慧萍、刘丽霞、马
建伟、高翠清、陈瑛、李霞、苗青、武子
暄、刘军、祁晓燕、黄涵琦、阿拉腾、吕
会生、甘永康、魏宝红、其布日哈斯、
王文艳、苗欣、李丹丹、荣英、王晓茹、
田园、张西平、王中宙、冯燕平、阿柔
娜、宋向华、刘沙沙、梁婧姝、阿荣娜、
莫日根、胡日恒、孙岳龙、徐达明、王
云帆、贾敏、苏日娜、安娜、丁晨、郝
飞、范俊、云艳、杨永刚、于亚军、殷晓
蕾、张臻、杨彩霞、史茜、云静、张红
梅、张靖瑜、舒雨、刘芳、赵薇、李娟、
刘清羽、杨志伟、侯玉刚、刘健、宁静、
王峻岭、许婷、王英、王劭凯、蒋建波、
李蒙、张秋焱、马妍、王璐、张澍、夏
岩、李伟、贺雪晶、李海洋、贾振伟、王
晓宇、裴晨、白玉红、桥星、韩思超、乌
仁塔娜、吉日嘎拉、薛莲、志钢、庞启
恒、郭婷、马晓丹、卓娜、王哲、冀慧、
焦景平、焦明、徐雁、邢毅敏、敖日格
乐、孟克乌力吉、布仁其其格、渠虹、
邓涛、额日登图雅、严炯、潘实、程莉、
姜才、敖力玛扎布、王琳、李昕贺、意
日贵、贾志刚、刘瑞君、赵睿鹏、李建
新、刘岩、姚远、任建国、杨琳、张晓
星、杨智斌、云浩、冬青、张倩、袁娜
娜、高宏鑫、王雪松、刘松晔、牛小青、
刘磊、李岩涛、王恒远、石丽、杨涛、孙
鹏程、张晓鸥、温晴、于惠敏、吴春红、
贾宏伟、马晟民、张凯军、赵伟、王伊
蕾、张慧茹、吕晓媛、李震宙、华婕、

修炳革、孙振华、郭正凤、娜仁高娃、
张子立、刘璟辉、李鹏飞、张靖华、程
万里、张伟、张桂芳、张雅婷、郭磊、韩
瑞龙、张丹彤、张红茹、李俊卿、张星、
高广璐、武月英、孙珊珊、董静、李佳、
翟晓彤、李莉、李晔、苏宁、卜晓伟、李
鹏、齐晓秋、白丽峰、韩丽英、格日乐、
刘毅、侯宏霞、张璐、郭媛媛、奇乌拉、
苏布道、郭超、玉荣、李紫昂、刘叶、李
静、马田甜、肖姝、都莉雅、吉敖登、刘
梦晗、张闻、王梦莹、杜昊章、靳岩岩、
侯慧娟、李杰、丁茸茸、雷军、赵紫微、
银春花、林琳、刘佳玲、鲍萨茹拉、双
虎、林峰、刘婷、陈洁、张醉娇、张颖、
刘曦、戴婧、刘明霞、白丽丽、韩琨、郝
泽君、乌兰格日勒、张波、黄中琦、胡
少波、张强、阿荣、张航、徐江红、阿斯
汗、王超麟、朱智、张子安、徐晶、乔志
新、赵琦、杨徽、闫博、霍雳、冯国丽、
李贞、舒恬、梁淑娟、郭海龙、刘璐、迟
金路、谭奎生、达布希雅、嘎拉泰、刘
晶、雅若、王燕、赵锦红、乌日娜、刘秋
坪、辛娜、冯媛媛、吕春波、方佳茹、张
启、郭丹、赵中毓、谢向军、贾霏、包丽
娜、玛西吉日嘎拉、韩琨、刘慧渊、张
翠英、李倩、赵雅丽、伊宁、陈静、康亚
楠、宇文彬、谢永强、齐超、商乐、李晨
阳、徐亚男、闫琦、云莎莎、乌日罕、谢
静、党崇琰、杜慧、郝洁、刘非、魏颖、
冯莹、张英、杭丽丽、梦雅、赵利娟、郭
磊、付晓妮、曹政、陶古斯、银鑫、雨
曦、张志宏、王程程、邓鹏飞、潘杰、何
燕、王晓赜、孙建亭、乔繁、贾磊、任智
永、海艳丽、张中阳、马健、张俊英、哈
图、于力、白文辉、闫少君、王琛、赵
芳、红霞、巴婷婷、敖德、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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