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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宠物猫宠物狗而引起传染
病的案例并不鲜见。据统计，宠物
可带给人类的传染病多达几十种，
如禽流感、狂犬病等。尤其狂犬
病，它是迄今为止发病致死率达
100%的传染病。全球每年约有 6
万人死于该病，平均每 10 分钟就
有一人毒发身亡。因此，养宠物的
家庭要注意，避免一些常见的传染
病。

养宠物常见这8种传染病

“宠物身上有多种传染疾病、
寄生虫、病毒和细菌等，会构成对
人健康方面的危害。”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管理科副
主任医师伍艳明指出，常见的宠物
如猫、狗等容易引起以下 8类传染
病：

一、狂犬病：狂犬病的危害最
大。这种传染病是由于存在于动
物的神经组织和唾液中狂犬病毒
所引起的感染。据统计，70%的传
染源是犬，20%的传染源是猫。凡
是哺乳动物（包括人）都能被感染
而患病。

二、皮癣：猫和狗身上都有真
菌感染。人们如果和有真菌感染
的宠物经常接触，就有可能被感染
而患上皮癣症。

三、寄生虫病：蛔虫、绦虫、钩
虫、滴虫这些寄生虫，可以通过家
养宠物传染给人。

四、弓形虫病：由寄生在猫或
狗体内的弓形虫引起，它可引起孕

妇出现流产、死产，甚至会出现胎
儿生下来先天性畸形。

五、猫抓病：猫抓病是由于人
被猫抓伤以后，汉塞巴尔通体侵入
人体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临床
表现多变，以局部皮损及引流区域
淋巴结肿大为主要特征。

六、宠物鼠病：比起猫和狗，鼠
带的病原体更多。鼠类可携带200
多种病原体，能使人致病的有 50
多种。最典型的是肾综合征出血
热。人被感染此类病原体后，会出
现头痛、腰痛、眼眶痛、脸红、颈红、
前胸红，还会发烧，严重的病人会
出现肾功能的衰竭。最可怕的是
鼠疫。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
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是广泛流行
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疾病。
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
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
等。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
大流行，死者以千万计。我国在
1949年前也曾多次流行，病死率极
高。

七、胃部疾病：可能由小狗小
猫带来。因为幼小的动物经常会
感染一种易引起食物中毒的病菌，
当人们捡拾幼小宠物毛上的遗留
排泄物时容易传播。病症很容易
被误认为是由胃部病菌引起的，通
常表现为腹泻、胃绞痛、腹痛及发
烧。

八、沙门氏病菌：爬行动物会
传播沙门氏病菌，因为它们的皮肤
里潜藏着沙门氏菌，在它们接触到

的每样东西留下病菌的痕迹。如
果任由宠物如猫、狗、龟、蜥蜴
等在家具、地毯上爬来爬去，或
是当你在厨房的水槽内清洗它们
的笼子时，物品表面就可能被沙
门氏菌污染。沙门氏菌在正常的
环境中可存活 10个月左右，会引
起腹泻、发烧、胃绞痛等，并极
有可能在家人中反复传染，症状
通常在一周内会自行消退。沙门
氏菌引起的传染病有时会非常严
重，甚至危及生命，年幼的孩子更
容易中招。

建议孕妇、免疫系统衰弱者不
要养宠物

由于宠物可能引起各种传染
病，因此，某些特定人群最好不要
养宠物。

伍艳明建议，已经怀孕或准备
怀孕的家庭尽量不要饲养猫狗等
宠物。因为这类宠物携带的寄生
虫较多（如弓形虫病），人接触到它
的排泄物很容易被传染，对孕妇和
胎儿的伤害极大，甚至可能造成不
可弥补的损失。另外，免疫系统衰
弱的人，例如艾滋病患者等，比起
健康人更容易受到传染，需要特别
保护。

当不幸被宠物咬伤抓伤时，一
定不要惊慌，要尽快将伤口内的毒
血挤出，用肥皂和流动水清洗伤
口，并速到医院或卫生防疫部门接
受治疗。

（本版综合）

血脂过高,形成斑块、血栓可引发猝死

除了吃药，生活调理也很重要
电影《战狼2》火爆，竟然有44岁男子观影《战狼2》时猝死。不久前微博一位大V医生发

长文称，据家属透露，该男子日常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在取票时就有点不舒服了。听到

“猝死”两字就够让人惊吓的了，而且近年猝死人群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年轻化。专家表示，

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病的人，日常更要注意控制，提防猝死等急性事件的发生。

“高脂血症是导致猝死发生的
原发疾病之一。”南方医科大学中西
医结合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韩
亚娟表示，高脂血症是常见的代谢
性疾病，与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病
一起，被医生称为“现代都市人的死
亡四重奏”。

她介绍，血浆中脂类统称为血
脂，是供应体内能量的物质，由胆固
醇和甘油三酯构成，胆固醇又分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极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VLDL-C)等。其
中，高密度脂蛋白可以将体内胆固
醇转运至体外，被称为“保护性胆
固醇”，而其他绝大部分血脂成分
高于正常可能引发多种临床疾病。

相关研究已证实，高脂血症是
引起人类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主
要危险因素。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
性疾病有冠心病 (包括心肌梗塞、
心绞痛及猝死)、脑梗塞以及周围
血管血栓栓塞性疾病。韩亚娟解
析，血液中的血脂就像水中的泥

沙，如果血脂过高，随血液流动
时，一部分血脂会沉积到血管壁
上，管壁上的血脂积聚多了，会凝
成像粥一样的斑块。斑块被血流
冲脱后，容易被血小板围成一
个血疙瘩，就是血栓。血栓如
果出现在冠状动脉，挡住血液
通行，就会导致心脏缺血，引发猝
死。所以千万别不拿高脂血症当回
事，韩亚娟建议，坚持每年体检，一
旦发现血脂升高，应及早求诊于内
分泌代谢科医生。

韩亚娟提醒，越早到专科
治疗效果越好，饮食调理配合
药物治疗就能有效控制高脂血
症。高脂血症患者的日常调理
总的原则为控制总热量、限制
脂肪、减轻体重，促使自己动
用体内积存的脂肪:

一、控制理想体重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肥胖
人群的平均血浆胆固醇和三酰
甘油水平显著高于同龄的非肥
胖者。一般来说，中心型肥胖
者更容易发生高脂血症。肥胖
者的体重减轻后，血脂紊乱是
可以恢复正常的。

二、运动锻炼

体育运动不但可以增强心
肺功能、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葡
萄糖耐量，还可减轻体重、降
低血浆三酰甘油和胆固醇水
平、升高 HDL 胆固醇水平。
运动也有讲究：

●运动强度要适中，通常
以中速步行、慢跑、游泳、跳
绳、健身操、骑自行车等有氧
活动为宜。

●把握运动时间，每次运
动开始之前，应先进行 5-10
分钟的准备活动，使心率逐渐
达到一定水平，然后维持
20-30分钟的运动时间;运动后
最好再进行 5-10 分钟的放松
活动。每周运动3-4次。

●运动的时候应该注意安
全保护。

三、戒烟

吸烟可升高血浆胆固醇和

三酰甘油水平，降低HDL-胆
固醇水平。有数据显示，停止
吸烟 1 年，血浆 HDL-胆固醇
可上升至不吸烟者的水平，冠
心病的危险程度可降低 50%，
甚至接近于不吸烟者。

四、饮食调理

血浆脂质主要来源于食
物，通过控制饮食，可直接影
响血脂水平的高低。通常，
肉食、蛋及乳制品等食物
(特别是蛋黄和动物内脏 )应
限量进食。食用油应以植
物油为主，而家族性高胆
固醇血症患者应严格限制食
物中的胆固醇和脂肪酸摄
入。高脂血症禁食或少食的
食物包括：

●忌吃或少吃胆固醇高的
食物：如蛋黄、猪脑、猪肝、
皮蛋、鳗鱼、蟹黄、猪腰子、
鱼籽、奶油、鱼肝油等含胆固
醇高的食物。

●忌食太多甜食:吃太多
碳水化合物如蔗糖、果糖，可
使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增
高。

●忌偏食: 提倡混合饮
食，以广泛吸收维生素及微量
元素。青菜及肉类中的维生素
C、 B6、 B12、泛酸锌，豆
类、谷类及坚果中铬、锰，海
带中的碘，大蒜及洋葱，均有
很好的降血脂、预防动脉硬化
的作用。

●忌多食牛肉:过食牛肉
可增加血清胆固醇的含量。

●忌多饮咖啡:过多引用
咖啡会使血清胆固醇增高。

患高脂血症须控制体重
锻炼、戒烟和饮食调理

养宠物 要警惕8种传染病
枸杞子是一味常用的补肝

益肾中药，中医常用它来治疗
肝肾阴亏、腰膝酸软、头晕、遗
精等病症。

枸杞煲粥
枸杞子30-60克，粳米100

克，可少量添加豆豉，同煮为
粥，再以葱白、盐等进行调
味，每天可吃两次，作为早晚
餐食用，能起到补肾益精、养
血明目、缓解腰膝酸软、眩晕健
忘、肝肾不足的作用。久服亦
可壮阳。

枸杞炖鸡
炖鸡时也可使用枸杞，具

体将枸杞约 15 克装入鸡的腹
中，葱段、生姜、食盐、料酒等调
料适量，上屉加盖，武火蒸2小
时左右取出，去姜、葱，加味
精。饮汤食肉，可以滋补肝肾，
可改善失眠多梦、遗精等症。

枸杞肉丝
取枸杞子 100克，精猪肉

500 克，青笋 100 克，将猪
肉、青笋切丝，炒锅烧热加
油，放入肉丝、笋丝，烹黄
酒，加白糖、酱油、盐、味精
各适量，最后放枸杞子翻炒几
下即可。适用于血虚眩晕、心
悸及神疲等症。

枸杞三种吃法滋阴补肾

古人言：“朝朝盐水，晚晚
蜜汤”，秋季天气逐渐变得干
燥，要想滋阴润肺喝点蜂蜜水
乃上选。这里推荐四款蜂蜜解
燥的吃法。

蜂蜜雪梨水
取雪梨 1-2 个，削皮去核

切块，放入炖盅内，加少许冻开
水，置锅内用文火隔水炖约 1
小时，取出待凉后加入 2 勺左
右的蜂蜜搅匀即可食用。可缓
解秋燥引起的口干、口渴、咽干
等症。

蜜奶芝麻饮
取蜂蜜50毫升，牛奶50毫

升，黑芝麻 25 克。黑芝麻捣

烂，同蜂蜜、牛奶调和，早晨空
腹温开水冲服。适于产后血
虚、肠燥便秘、面色萎黄、皮肤
不润等症。

香蕉蜂蜜粥
用大米 50-100 克，香蕉

200 克，蜂蜜适量。将大米熬
粥后，加入切成小段的香蕉，待
凉后加入蜂蜜食用，可润肠通
便、滋阴养颜。

蜂蜜萝卜汁
取白萝卜400克，洗净、去

皮切碎，用洁净纱布包好榨汁，
每次取 60 毫升加蜂蜜一匙调
匀吞服，每天 3 次，连服 3-5
天，对便秘者疗效最佳。

秋季这样吃蜂蜜最养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