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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董艳）“最
近几天天气暖和了，蔬菜价格
又降下来了，老百姓的‘菜篮
子’也轻松多了。”12月 19 日，
薛城区天衢农贸市场内，正在
买菜的李女士说道。当天，记
者走访薛城区的几处农贸市场
时发现，最近几天，随着气温的
回升，菜价也跟着回归到降温
前的价格水平。

19日凌晨，天刚蒙蒙亮，薛

城区四季春市场内已经是人头
攒动，虽然一大早气温还是有
些低，但相较于前几天降雪之
后的气温，还是舒服了许多。
蔬菜商户朱先生说：“虽然待在
市场卖菜舒服点了，可是最近
一段时间，菜价却下降了，好在
买菜的顾客也多，按这样算，薄
利多销，每天也能多赚点。”

随后，记者又来到薛城区
北城农贸市场，作为薛城区相

对集中的蔬菜批发零售市场，
北城农贸市场内的人气更足，
各个蔬菜摊位前都围满了顾
客。蔬菜商户赵女士一边忙着
给蔬菜称重，一边介绍菜摊上
各种蔬菜的价格。“这些蔬菜最
近几天降价了，放心买好了。”
赵女士大声地告诉记者。

据赵女士介绍，她摊位上
有些蔬菜价格的降幅比降雪时
的涨幅还要大。“黄瓜每公斤降

了 2 元，菠菜又回归下雪前的
价格，卷心菜、菜花、莴苣更便
宜，一元菜占 8 成以上比例。”
赵女士说，因为一元菜较多，市
民的选购空间大了，蔬菜的销
量也跟着上涨了不少。

在薛城区一超市内，记者
看到，各种蔬菜的价格都有不
同程度地下降。卷心菜和菜花
每公斤1.38元，莴苣1.18元，应
季蔬菜白菜、萝卜、菠菜的价格

每公斤不足 1 元，芹菜、西兰
花、本地薄皮辣椒的价格也都
降下来了。

受菜价回落影响，近段时
间蔬菜销量也大增，有市民担
心过段时间气温再度下降，菜
价再涨，打算多买一些越冬菜
储存起来。“往年这个时候，蔬
菜价格已经开涨，今年蔬菜价
格挺便宜，希望能一直保持这
样的态势。”市民李女士说。

一元菜占8成以上比例

天气回暖 市民“菜篮子”变轻

冬天气温下降，雾霾天也多了，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
血压升高或者不稳定，甚至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高血
压患者，特别是老年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格外当心。

1、冬季血压会升高。冬季气温下降，人体内的肾
上腺素水平升高，体表血管就会收缩，以减少热量散
发，同时肾上腺素又能使心率加快、心输出量增加，从
而导致血压升高。有研究表明，气温每降低1℃，收缩压
将升高 1.3mmHg米汞柱，舒张压升高 0.6mmHg。相对
于其他季节，冬季血压会高出10mmHg左右。

2、冬季更易发生心梗和脑梗。我国冬季心血管病
患者死亡人数比夏天高41%，低气温、低气压、高风速和
较短的日照时间与心梗有关。冬季日光暴露不足的老
年人，应该从食物和添加剂中获得足量维生素D。

3、降压药不要擅自加量。天气变冷后，若收缩压
升高不超过 10mmHg，而且老年人血压不超 150mmHg，
可以继续观察三天，随着人体逐渐适应气温后，多数人

的血压可恢复为原来的值。若血压升高明显，或者老
年人血压超过150mmHg，或者出现不适症状，需要去找
医生调整降压药的用量。正在服用缓释片或控释片的
高血压患者，绝不要掰开服用，以免造成严重低血压。
不要随意将原来服用的降压药物突然更换为其它种类
药物，以免造成血压大幅度波动。

4、清晨血压“三知道”。早晨觉醒后 2小时是血压
快速上升期，60%的患者血压升高幅度≥25mmHg；早上
6:00至 10:00，心梗、脑梗等的发生率，比其他时间高出
50%。为降低清晨心血管事件风险，高血压患者需要

“三知道”：“一知道”：选用每日一次就能控制24小时血
压的药物，如氨氯地平片、替米沙坦等。“二知道”：晨起
服用降压药，这样可使药物作用的达峰时间与血压自
然波动的高峰一致。“三知道”：定期测量服药前的血
压，并准确记录，复诊时带给医生。另外还要牢记“三
个半分钟”：醒来后不要马上起床，而是在床上躺半分

钟；然后慢慢起来坐半分钟；再将两条腿下垂到床沿边
等半分钟，然后再站起来活动。

5、门诊输液防中风是个坑。目前有科学依据、能
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的药物主要有三类：长效降
压药、他汀类降脂药、阿司匹林。定期输液主要应用的
活血化瘀类药物，如川芎嗪、丹参、银杏、三七制剂等。
这些中药注射剂不仅疗效不肯定，而且不良反应发生
率较高。另外，即使是质量最好的输液，也存在一定数
量、肉眼不可见的微粒。输液中的这些微粒在输液过
程中进入血管，可使内皮损伤，损伤之处可导致胆固醇
沉积，使动脉粥样硬化，可形成新的梗塞。

天冷了，高血压患者需注意这些问题！

晚报讯（记者 李佼）近期昼夜
温差较大，而空气里浮尘、雾霾也开
始增多，记者从市区多家医院了解
到，前往医院就诊的市民增加不少，
除了普通感冒患者，呼吸道感染、肠
道疾病患者也比平时增加了近两
成。

“我一没受凉感冒，二没鼻炎咽
炎，怎么就老是咳个不停呢？”在解
放路上某医院内，市民秦先生正在
排队等候就医。针对秦先生的情
况，医院呼吸科的王医生表示，呼吸
科最近接诊的患者很多都没有“基
础病”，年纪轻轻病程也很短，最常
见的症状就是干咳，症状轻的叫气
管高反应，严重些的，一检查不是支
气管炎就是肺炎。“反复降温和大雾
让人体的抵抗力，特别是呼吸系统
的抗病能力下降，所以很多身体不
错的年轻人也会出问题。”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近段时间，
各种呼吸道疾病让医院呼吸科、急
诊科、中西医结合科等科室人满为
患。该医院呼吸科的门诊患者比前
段时间明显增多，医院呼吸科每天
的接诊患者也比以往增加了三成左
右，像秦先生这种干咳患者，各医院
都有，而且还是“主流”人群。

“寒冷本来对哮喘和慢阻肺病
人就极其不利，再受大雾刺激，就容

易诱发此类疾病的发作。”王医生表
示，大雾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包括
数百种大气颗粒物，经常吸入极易
刺激呼吸道，出现咳嗽、憋气、呼吸
不畅等哮喘症状，遇到反复降温的
天气，人又容易感冒，感冒也是诱发
哮喘的一大原因。

大雾天气时，大气中的颗粒物
较多，这些颗粒物表面吸附细菌、
病毒，可能会加剧流感等传染病的
传播，特别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

“只要与外界的空气接触，大雾的
刺激就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建议大
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那些
对空气污染敏感的人群，或是患有
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最好不要出
门。有外出锻炼习惯的人，要停止
晨练等活动，减少对颗粒物的吸
入。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出门
时最好戴上口罩。易感人群要提前
预防，如患有哮喘者，当前阶段要
缓慢减药，继续维持正常药量，如
身体易过敏，可提前服用一些抗过
敏药物。”王医生提醒道。

为了应对当前低温和大雾双夹
击的环境，专家们还提出以下建
议：当从户外进入到室内，最好及
时洗手、洗脸，因为手部皮肤和脸
部裸露在外时间较长，清洁可以帮
助减少皮肤吸收有害物质。

气温变化大
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

距离农历2019年的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日前，记者采访时发现，有商家已经将
喜庆的大红挂饰摆了出来，火红的中国结、红灯笼给街市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

（记者 董艳 摄）

大红挂饰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