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潮袭击申城 ，

各大医院急诊病人增

加。 图为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输液室坐满

了病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急诊留观处现“千岁病区”

今冬首个寒潮来袭，沪上各大医院或迎一波就诊小高峰

昨晨， 王老伯匆匆赶到复旦大学附属华

东医院， 已有十多年老慢支的他这两天气喘

明显， 咳嗽频繁， 清痰也成了黄浓痰。 “星

期天暖和， 少穿了一件衣服， 没想到晚上就

着凉了。” 老伯有些懊恼。

本周一和周二两天， 今冬首个寒潮袭击

申城 ， 沪上各大医院门急诊病人均有所增

加， 就诊者以呼吸道感染、 心脑血管疾病为

主。 医务人员分析， 这波寒潮可能带来一波

就诊小高峰， 而真正的冬季就诊高峰通常出

现在每年 12 月与次年 1 月， 患有多种慢性

病的老人尤其要注意防护， 有条件的可接种

疫苗。

高龄老人患者多， 同是感冒
情况更为棘手

一进门， 喷嚏声、 咳嗽声此起彼伏———

昨天 ， 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病区 ， 发

烧、 感冒的患者很多。 急诊部主任胡承方介

绍， 这波寒潮来袭， 哮喘、 高血压等心血管

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明显增加， 日均急

诊量在 1300 人次左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诊区也是一片

忙碌 。 “这两天的接诊量相比平日增加了

15%至 20%， 总体还算平稳 。” 急诊部主任

陈明泉教授注意到， 急诊输液室里主要是三

四十岁的年轻人， 以发烧、 感冒等上呼吸道

感染居多； 而在需要留下观察的病区， 则以

高龄老人为主。

陈明泉告诉记者， 别小看留观病区的十

多张床位 ， 患者年龄加起来超过 1000 岁 ，

都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 老龄化时代下的

“千岁病区” 现象， 给医务人员提出了更大

挑战。

“尽管可能只是因为感冒、 发烧来就诊，

但由于老年人本身就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

老慢支等多种基础疾病 ， 情况可能比较棘

手 ， 需要在评估多器官功能后综合施治 。”

陈明泉分析。

不光急诊， 不少医院的门诊相关科室也

出现了就诊 “小高峰”。 在以老年病为诊疗

特色的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刚看完上午

门诊的呼吸内科主任李向阳， 好不容易喘口

气。 她告诉记者， 这两天呼吸内科的门诊量

较平日增加了近 20%， 都是老人来看病， 他

们大多患有呼吸道基础性疾病， 如哮喘、 慢

阻肺、 支气管扩张等。

儿科就诊量激增， 应避免长
时间户外活动

气温骤降，“中招”的还有小孩。 走进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孩子的哭闹声与家长的

安抚声交织在一起。 儿科医院门急诊办公室

主任沈国妹告诉记者，进入 11 月，儿科医院

日均门诊量高达 8500 余人次/天， 最高峰达

9700 余人次/天， 日均就诊人数比 10 月增长

近 40%。

刚上幼儿园的晞晞被妈妈抱在怀里 ，脸

色潮红。 原来，她在幼儿园被同伴传染。 有发

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服了退烧药也不

见好，至今高烧不退。

“此次就诊中，患儿主要以甲流、乙流、轮

状病毒肠炎、过敏性鼻炎为主。 ”沈国妹提醒，

大风降温首先要防止孩子感冒， 早晚跟中午

的温差较大， 家长要注意避免孩子因添减衣

物不及时而着凉。 同时，进入冬季后，孩子在

户外穿得再暖，如果活动时间过长，冷空气也

会直接进入呼吸道形成刺激。 因此，要限制孩

子的室外活动时间，不要长时间地待在户外。

目前，儿科医院呼吸科、消化科、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感染科的就诊患儿较为集中，就

诊集中时段为 7 点 30 分至 10 点 30 分、13 点

30 分至 15 点 30 分。院方已开放普通夜门诊，

并提醒家长错峰就诊。

赶在流感高峰前， 眼下正是
疫苗接种时间点

为尽快疏散、分流患者，华山医院、市六

医院等均已启动应急响应， 调配医护力量缓

解门急诊压力。

陈明泉提醒：“寒潮来袭， 人们很容易感

冒发烧，日常要保持充足睡眠，劳逸结合 ，尽

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地方，长期在家的老人要

注意室内通风，感冒发烧的小辈在探望老人

时要注意防护，不要把病菌传给老人。 ”

当然， 年轻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浦东新

区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宋玮刚刚

接诊的一名患者 ， 让她不免有些后怕 ： 16

岁的女孩因鼻塞、 流涕、 咽痛前来， 看上去

精神尚可 ， 但宋玮检查后发现情况不妙 ，

“双肺可闻及湿性啰音， 很可能是肺炎”。 宋

玮当即为其安排转诊。 目前， 女孩已确诊为

肺炎， 住院接受治疗。 宋玮特别提醒， 这两

天气温变化如过山车， 年轻人切不可小瞧感

冒、 发烧， 如有不适应及时就诊。

采访中， 多名医生都谈到， 有条件的家

庭可选择接种流感疫苗、 肺炎疫苗， 防患于

未然 。 在徐汇区田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 预防接种门诊最近总是人头攒动 。 为

此， 院方加派了医务人员， 服务前来接种流

感疫苗的社区居民。

医生告诉记者，每年 12 月和次年 1 月是

流感高发季， 此时各级医院也会迎来冬季就

诊高峰。 流感疫苗应尽量在流感流行季之前

的半个月到一个月进行注射， 接种半个月后

体内会产生抗体， 起效时间为 6 个月至 8 个

月，基本可覆盖流感流行季。 因而，眼下正是

预约接种流感疫苗的时间点。 不过医生也提

醒，打过流感疫苗并非保证不得流感，但可降

低患病几率或减轻症状。

老人出门看病不容易， 华东医院呼吸内

科还给出贴心 “处方”： 就诊时间可适当放

得晚一些。 “老人看病喜欢赶早， 这更容易

着凉， 甚至引发心脑血管意外。” 李向阳表

示， 呼吸内科已备足医务人员， 老人不必着

急赶来。 她也提醒， 入冬后， 老人早睡晚起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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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生活

在一亿年前的蜥蜴吃什么？ 鱼、 虫

子 、 树叶……这些都有可能 。 不

过， 一枚一亿年前的蜥蜴胃部化石

标本告诉人们， 它们的食谱中居然

还有 “小龙虾”。

一支中外科学家团队昨天宣

布， 他们首次在我国辽宁省建昌县

发现了一件罕见的胃容物标本， 对

人类理解白垩纪中小型爬行动物的

捕食习惯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由中

国地质大学 （北京） 邢立达副教授

领衔， 英良世界石材自然历史博物

馆执行馆长钮科程、 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教授苏珊·E·埃文斯等学者共

同研究。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近日

出版的 《白垩纪研究》。

胃容物是非常罕见且重要的化

石记录， 是我们了解古生物食性的

直接证据。 此次研究的标本发现于

中国辽宁省建昌县喇嘛洞地区下白

垩统九佛堂组地层， 是一件有趣的

含未消化的甲壳类动物胃容物的矢

部龙标本。 该标本目前收藏于新近

试开放的英良世界石材自然历史博

物馆内。

矢部龙来自举世闻名的热河生

物群，也是该生物群被命名的第一种

蜥蜴，广泛分布于下白垩统义县组和

九佛堂组地层中，常与狼鳍鱼、满洲

龟及多种昆虫化石一起被发现。

英良世界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

征集到这件标本的时候是蒙板未清

修状态， 胃容物是在该馆实验室技

术人员精湛的清修技艺下逐渐暴露

出来的， 巨大的螯足很是显眼。

“一般来说， 矢部龙化石曾记

录过含有鱼类残骸的胃容物， 而大

型甲壳类动物则是首次发现。” 邢

立达说， 此次甲壳类胃容物的发现

丰富了矢部龙的捕食目标， 更加明

确了矢部龙的古生态位。

这段在矢部龙胃里发现的螯足

背面被细小颗粒覆盖，另外还有一段

细长的胸足碎片、 口器和破碎的触

角，所有特征都与桑氏古蝲蛄相符。

桑氏古蝲蛄形如餐桌上常见的小龙虾， 与其有密切

的亲缘关系。 邢立达说， 我们常吃的小龙虾学名为克氏

原螯虾， 起源于美国墨西哥湾北岸、 路易斯安那州一

带， 所以也有人称它 “路易斯安那州螯虾”。 后来被引

入中国， 因其食用价值成就了风靡一时的 “麻小”。 我

国热河生物群发现过大量淡水螯虾化石， 距今约 1.3 亿

至 1.2 亿年前， 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沈

炎彬曾经研究过这批标本， 推测小龙虾起源于东亚， 之

后再传往中亚、 欧洲和北美等地。

此次所发现螯虾碎片的长度和比例告诉我们， 被捕

食的古蝲蛄大约有 12 至 13 厘米， 这对于这只矢部龙来

说是一顿非常丰盛的大餐。有趣的是，矢部龙胃腔中缺乏

甲壳碎片， 所以这只小蜥蜴很有可能是捕食了河岸上正

在蜕皮的古蝲蛄。 “从食物的体量来看，矢部龙有可能是

被‘撑死’的。 ”邢立达说。

综合所有胃容物记录，尽管矢部龙缺乏明显的游泳形

态学特征，科学家们仍然认为矢部龙有河岸捕食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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