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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夏季血压会偏低？

人体血压随着四季更替有所变化，通常表现为冬
季血压较高，夏季较低。

血压是指血管内的血液对于单位面积血管壁的
侧压力，温度升高时，因为体表血管扩张，血管阻力减
小，血压可能相应下降。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高温

多汗，我们体表的水分蒸发增多，盐的丧失也随之增
加，血液容量降低，血压自然下降。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夏天“高血压痊愈”是个假
象，这时切不可放松对血压的监测和控制。自行减
药、停药，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更是危险行为。

降压方案需遵医嘱调整

高血压与气温、气压等气象要素的急剧变化
有显著关系，人体调节的节奏跟不上气候变化的
进展，因而导致高血压发病增多。特别是老年人
因动脉硬化导致血管弹性下降，以及各脏器功能
减退，对气候骤变的耐受性较差，所以在气候变
化之前提前调整药物治疗方案可预防高血压发

病。
气象预报约等于疾病预报，当每日气温变化较

大，也就是当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差值超过
10℃，或者气温在短期内变化较大时，建议患者在家
监测和记录血压，超过正常范围及时到心血管专科就
诊，调整降压方案。

高血压患者的度夏指南

适量运动
推荐收缩压小于160毫米汞柱和舒张压大于100

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患者，每周进行5至7天、每次30至
6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且每周进行2至3次的
抗阻力量练习。运动项目可选择骑车、游泳、健步走、
跑步、羽毛球、乒乓球、健身操、团体类运动等有氧运
动。

揉捏心经
手少阴心经在手臂位置的走行整体是在手臂的

内后方，从腋窝沿上臂经过肘关节，再沿前臂内后方，
行于手掌内侧，终止于小指外侧端。左手臂向前平

伸，掌心向上，右手屈臂，拇指点在左腋窝，其余四指
与拇指对揉，拿住左臂内侧后缘。以8计数从腋窝一
直揉捏到小指，左右交替。

抓握毛巾
将毛巾对折卷起，粗细度为一只手握住，大拇指

和其他四指不相碰，用30%的力量攥紧毛巾2分钟，放
松1分钟，左右手各重复2次，隔天1次。

靠墙静蹲
背靠墙，双腿下蹲至坐姿，大小腿夹角根据个人

情况维持在 90 至 120 度，每天 3-5 组，每次 1-3 分
钟。 胡 馨

天一热高血压“痊愈”了？是假象！

天气转热，有
不少高血压患者发
现自己白天的血压
较以往明显降低，
甚至降至“正常”，
难道是高血压痊愈
了？其实不然。下
面，医学专家为您
详解夏季如何控制
血压。

药物过敏是一种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症状多样，
轻重不一。轻度过敏可能仅表现为皮肤瘙痒、红肿、荨
麻疹等；而重度过敏则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喉头水肿、休
克等严重症状。因此，在服用药物后，如果出现任何不
适，尤其是上述症状，应高度警惕药物过敏的可能。那
么，如何应对药物过敏呢？

立即停药
一旦确认药物过敏，应立即停止使用该药物，同时

尽量避免使用与该药物结构相似或具有相同作用机制
的其他药物，以免再次引发过敏反应。

寻求医疗救助
对于轻度过敏，患者可以在停药后观察症状是否缓

解。对于重度过敏，患者应立即就医，接受紧急治疗。
在就医过程中，患者应详细告知医生自己的过敏症状、
用药史等信息，以便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使用抗过敏药物
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过敏药物来缓解

过敏症状，包括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等。

记录过敏史
对于已经发生过药物过敏的患者，应详细记录过敏

药物的名称、症状等信息，以便日后就医时告知医生，避
免再次使用过敏药物。

为预防药物过敏，在服用药物前，患者应充分了解
药物的成分、作用、不良反应等信息，以便在出现不适症
状时及时识别并处理。在服用药物时，患者应遵循医
嘱，按照规定的剂量和用法使用，避免自行增减剂量或
更改用药方式。孕妇、儿童、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药物
代谢和排泄功能可能较弱，容易发生药物过敏，在用药
时应格外注意。

钟 杰

药物过敏，如何应对？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但很
多人不知道，牙疼的一些止疼开关在身
上。

牙疼与手阳明经、足阳明经和肾经
密切相关。手足阳明经循行通过上齿和
下齿，肠胃积热可导致牙疼；肾主骨，齿
为骨之余，肾阴不足，虚火过旺也可引起
牙疼。临床将牙疼分为风火牙疼、胃火
牙疼和肾虚牙疼，均可按揉三个穴位缓
解症状。

合谷穴
拇指指腹置于合谷穴（位于拇指和

食指合拢后隆起肌肉最高处），向第二掌
骨骨膜缓缓用力，以出现酸胀感为度。

下关穴
当牙痛难忍，吃药也不管用时，可以

用大拇指对准牙痛一侧的下关穴（位于
头部侧面，耳前约一横指处），用力按住，
以产生酸麻感。力度以能忍受的极限为
度，还可配合揉捏等手法，持续至牙痛缓
解。

颊车穴
颊车穴是治疗牙痛的要穴，明代《针

灸大全》就有记载：“颊车可灸牙齿愈。”
将中指指腹按于颊车穴（位于面颊部、下
颌角前上方，耳下大约一横指处，咀嚼时
肌肉隆起部分的凹陷处即是），顺时针或
逆时针按揉，带动皮下组织，以产生酸胀
感为宜，使酸胀感传至牙根部。

张 彤

按三个穴位
可缓解牙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