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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真 通讯员 张雪海 江歆

本报讯 昨天，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发布疫情通报，我省H7N9流感已进
入流行季的发病高峰期，有活禽销售的地
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散发病例仍将陆续出
现，提醒大家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2016 年，我省共报告 H7N9 流感病
例 44 例，其中入秋以来共报告 21 例。
44例病例中以老年人为主，60岁及以上

人群占 45%；职业以农民为主，占 50%。
其中，43 例有涉禽/涉禽场所暴露，占
97.7%，高于2015年的90%。

入秋以来的 21 例 H7N9 流感病例，
其中男性9例，女性12例，最大为81岁，
最小 33 岁，死亡 2 例；21 例病例均有明
确的涉禽（场所）暴露史。

省疾控中心专家分析，我省疫情在新
流行季呈现三个特征：疫情分布较广；暴
露比例高，活禽接触仍是主要感染来源，

且从流动摊贩购买活禽后感染所占的比
例增大；农村病例所占比例较大。

省疾控中心提醒，从以下几方面预
防——

◎不去交易市场的活禽摊档，老年
人、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或免疫低下的人
尤其要避免。

◎改变传统禽类消费方式，尽量到
定点“杀白上市”的农贸市场购买禽类
产品，不购买活禽自行宰杀，不购买无

检疫证明的鲜、活、冻禽畜及其产品。
◎生禽、畜肉和鸡蛋等一定要烧熟

煮透，加工处理生禽畜肉和蛋类后要彻
底洗手；注意饮食卫生，食品加工过程
中要做到生熟分开。

◎外出旅游，应远离野鸟、活禽及
其排泄物等；接触后，须尽快用肥皂和
洗手液洗手；若出现发热及呼吸道症
状，应戴上口罩尽快就诊，问诊时要告
诉医生发病前的禽类接触史。

记者 俞茜茜 通讯员 于伟

“2017 年 1 月 21 日，天很冷，做了这
个冬天最温暖的一件事。”前天下午，浙
江省中医院急诊中心章徐洁护士在微信
朋友圈发了这条微信，一位40岁中年男
子因脑干出血导致脑死亡，白发苍苍的
老父亲在悲痛之余，毅然决定捐献儿子
的遗体，让“他”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老人的这一决定令医护人员为之动
容，大家不约而同地捐款伸援手。“虽然
钱不多，也无法弥补老人的心伤，但是我
们给予的是作为医护人员的温暖。”医院
急诊中心主任黄小民说。

事情发生在上周五下午 4 点左右。
120急救车载着40岁的张先生到了省中
医院急救中心门口，当时他已昏迷窒息。

急诊中心黄小民主任说，当时张先

生的血压非常高，血压计已测不出他的
血压值。检查发现，他是因高血压导致
的脑干出血。

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这个部
位受损伤，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虽然医
务人员积极抢救，但奇迹还是没发生，张
先生无法自主呼吸，只能依靠呼吸机维
持生命，医学上称之为“脑死亡”。

当天，医院通知张先生家属。第二天
中午，张先生父亲从扬州老家赶到了医院。

黄主任对这位老人印象深刻：满头
白发，穿一件黑色厚外套，白色鞋子，看
上去非常整洁。

看到躺在病床上连着呼吸机的儿
子，张大伯半天说不出话来，时不时用手
擦眼泪。

张先生是他唯一的儿子，在杭州一
家餐馆打工，平时很少回老家。

张先生还有个10岁的儿子在老家。

据了解，张先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一直
在吃降压药，但平时血压控制得并不好。

两个多月前，张大伯的老伴因病去
世，还没从悲伤中完全走出来，没想到儿
子又出事了。

沉默了很久，张大伯慢慢接受了现
实，还做了个决定——捐献儿子遗体。

“他说的一番话，让我们所有在场的医护
人员肃然起敬。他说，希望儿子的器官
能够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患者，让儿子
的生命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延续……”

黄小民主任也深受感动，帮老人联
系了浙江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办理
捐献事宜，帮他完成心愿。

上周日，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到医
院后，张大伯红着眼眶和工作人员谈遗
体捐献的事。“最难能可贵的是，自始至
终，老人家从来没提过任何要求，家里有
再大的困难也一字没提。”

“在急诊科，虽说平时见惯了生死，
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非常感动。”章
徐洁护士说，作为患者家属，能像张大伯
这样作出选择，难能可贵。

当天，急诊中心当班的几位医务人
员一商量，决定为老人家捐款。章护士
将老人的情况发了朋友圈后，院内好多
医生也委托她将钱转交给老人，表达一
份心意，一共筹集了7300元。

然而，当医护人员将这笔捐款交给
张大伯时，他却婉拒说，自己从单位退
休，有退休金，可以保障自己的生活。

章护士吐露心声：“虽然钱不多，也
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但这是我们作
为医护人员给予的一点温暖！”

听了章护士的话，张大伯再次湿了
眼眶。

昨天，张大伯已办理完儿子的遗体
捐献手续。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
日，久别重逢的人们享受着家庭的温暖、
爱情的甜蜜、友情的欢喜，但与此同时，
各种暴饮暴食、熬夜、酗酒也为人们的健
康带来隐患。

过度的应酬娱乐，身体阳气极易受
到损伤。如何守护好春节期间的健康，
是每个人都要关心的话题。

专家提醒：春节期间，饮食上要有所
节制，减少肥、甘、厚、腻食物，多吃蔬菜，
做到合理膳食，还应该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七情有
度，不妄劳作，过一个健康、快乐、平安、
吉祥的春节。

除了合理的饮食，还可通过摄入健
康的养生滋补品来滋养身体、保持活力。

下面推荐几款简单的红参料理，既
滋补又美味——

1. 红参山药黄芪排骨汤
材料：排骨 500g，山药 200g，红参

3g，黄芪6g，盐适量。
做法：排骨洗净，用凉水焯水后放入

砂锅内加水，大火烧开后去掉表面的血
沫。加入红参、黄芪、山药，改小火慢炖
2 小时左右。炖好后盛入碗中，撒少许
盐即可。

2.当归红参炖乌鸡汤
材料：乌鸡一只、当归 3g、大枣 10g、

红参3g、盐适量。
做法：乌鸡洗净，切大块，锅内置凉

水焯水后沥干放入炖盅，当归、红参片、

红枣洗净备用。将所有材料放进锅里，
加足清水，将炖盅放入锅中，开大火，水
烧开后转小火炖 2 小时。关火，加少许
盐食用。

3.红参红枣桂圆汤
材料：大枣50克，桂圆肉30克，红参5g。
做法：洗净入锅，加水炖30分钟。

4.红参茯苓粥
材料：大米 50g，茯苓粉 30g，红参

3g，大枣10g，砂糖20g。
做法：大枣加水煮沸，大米入锅加红

参及适量水煮 1 小时成粥，粥熟时加大
枣、茯苓粉及砂糖拌匀，稍煮即可。每日
2-3次。

5.红参银耳粥
材料：大米 50g，桂花糖 20g，银耳

10g，红参粉3g，冰糖20g。
做法：红参磨成粉末或直接使用红

参粉，银耳浸泡后切碎。大米入锅，加适
量水煮1小时成粥，粥熟时加桂花糖，红
参粉及银耳煮 10 分钟，加入桂花糖，煮
沸后即成。

6.红参玉米粥
材料：玉米100g，红参5g，生姜3片，

盐适量。
做法：将以上材料放入砂锅内，加适

量水，煮45分钟后成粥，加盐调味即可。

春节应酬喝酒多
推荐几款红参养生料理

健康科普

40岁独子高血压导致脑死亡
70岁老爸悲痛之余 捐献儿子遗体

2016年入秋以来，我省已报告21例H7N9病例
年龄最大81岁 最小33岁 其中死亡两例
从流动摊贩购买活禽后感染的比例增大
春节回农村，远离活鸡活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