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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下完小雨，我都会出去走走，

感觉鼻子很舒服。但这次雷雨天后，我

却觉得呼吸困难、咳嗽气短。”9 月 4 日，

43 岁的张先生来到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

反应中心门诊就诊，通过他的症状自述

和相关检查结果，张先生最终被确诊为

雷暴哮喘。

9月 2日，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突发雷暴

雨，当地医院接诊了很多出现哮喘症状的

患者，雷暴哮喘这一疾病也随即走入大众

视野，引发关注。近日，北京也陆续出现

了雷暴哮喘患者。

那么，什么是雷暴哮喘？雷暴哮喘应

该如何防治？为解答这些问题，科技日报

记者专访了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

心主任王学艳。

花粉症患者是雷暴哮
喘的易感人群

王学艳告诉记者，雷暴哮喘是指在雷

暴天气中或紧随其后出现的支气管哮喘

急性发作或加重，多发生在花粉季节。患

有雷暴哮喘的病人会突然出现喘息、气

促，有的还会伴有胸闷或咳嗽等症状，这

些也是哮喘的典型症状。

为什么雷暴天气后易引发哮喘？王

学艳表示，雷暴天气能够在短时间内使空

气中的花粉浓度快速升高，花粉会因巨大

的湿度差而吸水、溶胀、崩裂，释放出大量

具 有 变 应 原 性 且 直 径 更 小 的 颗 粒 或 碎

片。这些颗粒或碎片会随下降气流或雨

滴返回地表，更易进入人的下呼吸道，导

致哮喘发作。

“简单来说，雷暴天气发生前的大风

会传播花粉，将花粉卷入湿润的云层。遇

水后的花粉会‘膨胀’，而雷电又‘击碎’了

这些‘膨胀’的花粉，使花粉变成了更小的

微粒，更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和呼吸道，从

而诱发哮喘。”王学艳解释道。

王 学 艳 指 出 ，有 花 粉 症 、过 敏 性 鼻

炎、过敏性哮喘等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

患者是雷暴哮喘的易感人群。9 月初是

北方秋季花粉高峰期，空气中飘散的主

要致敏花粉是蒿属、葎草属/大麻属等杂

草植物花粉。它们的花粉量大体轻，易

于播散。

“预计 2—3 周后，北方地区的花粉量

将下降。”王学艳说，“除了花粉外，霉菌也

可能是过敏原。对霉菌过敏后遇到雷暴

天气，也有可能诱发雷暴哮喘。”

做好防护、规范用药可
防治雷暴哮喘

据了解，9月 2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

健院儿内科门急诊在当日晚间雷雨后 4个

小时内，接诊了 400余名过敏性哮喘患者，

截至 3 日 17 时共接诊过敏性哮喘患者 850

余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多家医院与政府

机构积极应对，保障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尚

未发现雷暴哮喘死亡病例。”王学艳说。

上周，王学艳接诊了一位青少年，他

自述往年这个季节出现过哮喘的症状。

在近期北京的雷雨天后，他更加难受，喘

不上气，呼吸急促。王学艳告诉记者，这

位青少年也被确诊为雷暴哮喘。在使用

抗过敏药物后，他的症状好多了。8 月以

来，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门诊共

接诊上万名患者，截至 9月 8日共有 6例确

诊为雷暴哮喘。

“雷暴哮喘可防可治，不必恐慌。雷

暴哮喘的治疗方式与其他呼吸道过敏性

疾病相似，包括口服抗过敏药、吸入糖皮

质激素类药物等。”王学艳说，“患者经过

正确治疗后，症状都可以很快缓解。”

由于花粉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是

雷暴哮喘敏感的高危险因素。因此，有效

控制花粉过敏症状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

雷暴哮喘的发生几率。“现在我国北方地

区正处于花粉高峰期，做好防护、规范用

药可以预防雷暴哮喘。”王学艳说。

王学艳建议，对于花粉过敏的患者，

在医生指导下，家中可备防过敏小药箱，

准备抗组胺药物、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支

气管扩张剂、吸入激素类药物等，预防雷

暴哮喘。外出时应戴好口罩，佩戴防护眼

镜。回家后可用盐水冲洗鼻腔，并及时洗

澡、清洗衣物。此外还应关注天气情况，

如有雷暴天气，尽量避免外出，还要记得

关好门窗。一旦出现呼吸急促、胸闷咳嗽

等症状，要及时用药，症状较重者需及时

就医。

“花粉过敏症状的轻重和花粉的浓度

有关，具有显著的季节性、时间性。花粉

日播报 App、中国天气网等平台会发布多

地每日花粉相关数据，建议相关患者关

注。”王学艳说。

“花粉高峰期，患者在症状较为明显

时，可以药物对症治疗为主，免疫调节治

疗为辅；症状缓解期则应以特异性免疫治

疗（脱敏治疗）为主。”王学艳表示，在明确

患者过敏原后，可采取少量递增法进行脱

敏治疗，以提高患者对该过敏原的耐受

力，从而使患者的过敏症状减轻甚至不再

发病，减少用药或不再用药。这也将有效

预防雷暴哮喘的发生。

雷暴天气为何会诱发哮喘

日前，美国维斯塔津公司在官网上发文称，公司开发

的针对“社交恐惧症”的药物 PH94B 在三期临床试验中结

果达标。该公司的研究者称，他们已基于 PH94B 为一些

患者量身定制了治疗方案，并观察到了患者社交焦虑症

状的总体减轻和改善。这一消息的发布，引起了各地“社

恐”人士的广泛关注。

当下，“社恐”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汇。许多年轻人给

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以表达自己在社交场合会感到不

适的特质。那么，“社恐”是否真的是一种疾病？是否需要

药物治疗？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部分病理性“社恐”也受
遗传因素影响

“很多时候，人们口中的‘社恐’指的不一定是真正的

疾病，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孟繁强表示，比如在特定的场景

下会感到紧张，出现脸红、心跳加速等表现是很常见的，

并不属于病理性的“社交恐惧症”。而横在“正常”与“疾

病”之间的“分界线”，在于症状的严重程度，以及症状对

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影响程度。

当一个人的社交焦虑症状致使其无法正常进行社会

活动，比如大量回避社交场所、想到社交场景便会产生紧

张情绪，甚至恐惧与他人碰面等，类似症状持续 6 个月以

上，便有可能存在病理性的“社交恐惧症”。

医学意义上的“社交恐惧症”也被称为社交焦虑障

碍，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其主要特点就是持久性地害

怕社交情境或可能诱发社交的行为。一旦面临这种情

境，患者就会产生焦虑的生理反应。尽管许多患者都能

够意识到这种情况，但由于这种生理反应不受患者主观

控制，因此许多患者依旧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回避相关的

社交场合，部分患者甚至会将自我与社会完全隔离。

孟繁强介绍，社交焦虑障碍的病因一般有两种：第一

种是生物学遗传因素，在社交焦虑障碍患者中，有 30%以

上的人患病是受遗传因素影响；第二种则是社会心理的

因素，比如青少年时期不良的成长环境、多次在社交情景

下失败的经历，都会歪曲人们对于社交行为的认知，从而

产生持续性的负面思维。

判定社交焦虑障碍有这
些参考标准

尽管“社恐”一词已经广为人知，但在现实生活当中，

人们往往无法对自己在社交方面的心理状况进行准确判

断，经常会高估或低估自己的心理健康程度。那么作为

普通人，到底该如何判定自己是不是有社交焦虑障碍呢？

针对这个问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青岛市总工会职

工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付磊给出了三条判定标准：情绪是否过

分紧张、是否出现行为异常以及是否出现明显的社会功能损

害。社交焦虑障碍患者会长时间处于害怕社交的心理中，持

续时间达半年以上；在社交环境中容易过分焦虑紧张、担心，

会出现发抖、结巴、大汗淋漓、尿频、拉肚子等症状；极力回避

大多数的社交场合，明显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导致学习或工

作任务无法完成。当出现这三类明显症状时，说明人可能患

有社交焦虑障碍，需要接受专业医生的帮助。

“由于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缺少正常的人际交往，社会关

系网薄弱，仅靠自己来对抗病症是十分艰辛的。因此，在对

自身状态进行初步评估后，患者需要前往精神科请医生进

行诊断。确诊病情后，再展开针对性的治疗。”付磊表示。

孟繁强介绍，当患者病情较为严重时，临床上会采用

药物治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重度的社交焦虑障碍

患者可选择服用一些抗焦虑药物。针对症状较为严重、

经常处于惴惴不安状态的患者，临床上会采用一些可持

续服用的抗焦虑药物。而针对症状较轻的患者，则可以

服用一些短效药物，在开始社交行为之前的半小时或者

一小时服用，以此缓解焦虑感。

依靠心理治疗摆脱社交
恐惧

尽管药物治疗能够较为快速、明显地产生效果，但不可

忽视的是，不恰当地应用药物可能产生副作用或者依赖性，对

患者造成更进一步的损害。因此，对于大多数社交焦虑障碍

患者，除了药物治疗以外，临床上更多考虑心理治疗的方式。

付磊告诉记者，针对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有许多心理

治疗方法，如冥想、脱敏训练等，而其中最主流的办法就

是认知行为治疗。付磊表示，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最大的

特点就是对社交情境产生过分的、不合理的恐惧。因此

治疗的重点，便在于消除这种过分与不合理的恐惧。

“举个例子，一位患者由于在社交场合下说错了一句

话，便感觉大难临头，认为别人一定会对自己产生负面的

评价。那么在心理干预中，我们便让他先去寻找一个‘例

外’，比如说他曾经是否有听到或看到过别人有类似的情

况，但这个人最终没有得到严重的负面评价。”付磊介绍，

一般而言，患者都会发现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

存在的。在这种引导下，患者便会知道凡事都有例外，其

本身的不合理认知会逐渐被解构。一旦这种认知被解

构，患者所产生的灾难化感受的程度就会降低。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辅导中心原咨询师、合肥善源心

理咨询中心咨询师郑世彦认为：“对于社交焦虑障碍，我

们自然要去重视它。但是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解决这个

问题，依旧在于当事人和社会对这种心理状态的认知。”

他表示，现今社会上存在许多可能导致社交焦虑障碍的

因素，如儿时没有充分被爱、没有被充分接纳等，这会使

得人们觉得自己是有缺陷的、是不值得被爱的，从而害怕

被批评和否定。因此，除了求助于专业人士以外，社交焦

虑障碍患者需要做的就是拿出勇气，勇敢做自己。

有些“社恐”可能真的是一种病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通过网络社交媒

体或网络社群来进行线上社交，甚至有不少线下“社恐”的

年轻人，到了线上却变得十分活跃，反差明显。那么，网络

空间真的能让人摆脱“社恐”吗？

对此，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工作部心理健康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袁红梅教授曾指出，线上社交是现实社交的延

伸和补充，不能完全代替现实社交。刻意回避现实社交，

是不利于身心健康的。

想要克服“社恐”，还应在现实中与他人多沟通、多互

动。“社恐”人士可以多约朋友去看电影、参加郊游踏青，或

者只是与人聚在一起闲聊，尝试享受现实生活，感受现实

社交带来的愉悦感。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勇敢跨出第

一步，是摆脱“社恐”的关键。

线上社交不能代替现实社交

科技日报讯（记者何沛苁）9月 11日，记者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定医院获悉，该院院长王刚教授和该院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

重点实验室杨健研究员团队，采用肠道微生物组联合代谢组的多组

学技术，分析了抗抑郁药物对抑郁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粪便代谢和血

液代谢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显示，对用药前肠道微

生物多样性高的患者，药物疗效更显著。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

《微生物组》。

抑郁症是一种慢性致残性的精神疾病，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是治疗抑郁症的常用药物之一，但该类药物治疗的缓解率通常不足

1/3。“影响抗抑郁药物疗效的因素众多，既往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

与抗抑郁药物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但其在抗抑郁药物治疗中

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尚不清楚。”王刚告诉记者。

这项研究观察了 110名患者经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抗抑郁

药物艾司西酞普兰治疗 12 周后，其肠道微生物、粪便代谢和血液代

谢相对于药物治疗前的变化，并同时比较了药物治疗缓解组和未缓

解组患者的肠道微生物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用药前，缓解者的肠

道微生物多样性明显高于未缓解者，且有益微生物更多。

杨健表示，研究结果揭示了肠道微生物群可能在抗抑郁药物治

疗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丰富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成或有助于提升

抗抑郁药物的疗效。

基于此发现，目前课题组正在开展菌群移植附加抗抑郁药物治

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有望为抑郁症的优化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丰富患者肠道微生物多样性

或能提升抗抑郁药物疗效

科技日报讯 （记者符晓波）记者 9 月 11 日从厦门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获悉，该院夏宁邵教授团队发现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性的全新

鼻咽癌筛查和早诊标志物 P85-Ab，对比现有双抗体筛查方案，将鼻

咽癌早诊早治率提高了 22%。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医学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鼻咽癌是一种发生于鼻咽部的恶性肿瘤，在我国及东南亚地区

发病率较高。因鼻咽癌与 EB 病毒感染密切相关，此前一般通过 EB

病毒双抗体或连续两次 DNA检测等进行鼻咽癌筛查。但 EB病毒感

染较为常见，其中仅有极少部分会发展为癌症，这导致通过双抗体方

案筛查高危人员最终确诊为鼻咽癌的比例仅为 4%—5%。

研究人员介绍，团队在对鼻咽癌和健康对照者血清中 EB 病毒

的抗体谱进行系统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全新的鼻咽癌血清

学标志物。随后在 2020 年至 2021 年间，团队与中山市人民医院季

明芳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约 2.5 万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头

对头试验比较了 P85-Ab 检测与传统双抗体方案在鼻咽癌筛查中

的效能。

研究发现，P85-Ab 检测与双抗体检测的检出率分别为 97.9%和

72.3%，在 对 早 期 鼻 咽 癌 的 检 出 灵 敏 度 方 面 ，前 者 更 高 。 同 时 ，

P85-Ab检测的阳性预测值为 10%，相较于双抗体方案 4.3%的阳性预

测值，提高了 1 倍以上。此外，P85-Ab 检测与双抗体检测还具有互

补性，即在 P85-Ab 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检测双抗体，再对双抗体

中高危者进行鼻咽镜检查，这样能够将鼻咽癌筛查的阳性预测值提

高到 29.6%—44.6%。

该联合筛查方案有助于扩大鼻咽癌筛查覆盖面，降低筛查成本，

且显著提升鼻咽癌早诊率，为更多患者赢得宝贵的早期治疗时间。

据悉，目前 P85-Ab 检测试剂已实现产业转化，并已向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提交注册申请。

全新血清学标志物被发现
有助提高鼻咽癌早诊早治率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罗云鹏）9月 11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集成所智能仿生中心研究员徐天添团

队和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杜世伟团队合作，研

发出面向血管介入手术的磁控导丝机器人，该机器人可远程精准介

入复杂血管手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期刊《先进智能系统》上。

血管介入手术是在医学影像设备的导引下，利用导丝、导管等器

械经血管途径诊疗的操作技术，操作难度较高。“通过磁控导丝机器

人，医生可借助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在复杂的血管分叉处快速选择正

确路径，并使磁控导丝精准到达目标部位。”徐天添介绍。

“依据已知血管路径，通过磁控导丝机器人进行血管介入手术，

从穿刺点到目标位置用时小于 2分钟。”杜世伟说。

徐天添表示：“磁控导丝机器人具有主动转向和自主推进能力，

医生可以远程操控，能在线对偏远地区患者进行手术。”

研究人员介绍，未来该团队将继续研究磁控导丝机器人的智能

控制，帮助医生更高效、安全地完成血管介入手术。

磁控导丝机器人

可远程精准介入复杂血管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