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一医消化内科主任徐芳介
绍，近期急性肠胃炎患者有所增
多，网上流传的“冰箱病”就是指人
们以不适当的方式食用了存放在
冰箱中的食物后出现的腹痛、腹
泻、呕吐等肠胃道不良反应。

导致“冰箱病”的原因，一方面
是冰箱取出的食品温度与人体温
度相差较大，若快速进食，可反射
性地引起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少，
导致生理功能失调，诱发头痛、上
腹阵发性绞痛、恶心、呕吐等症
状。另一方面，很多人习惯地认为
冰箱就是“保险箱”，食物储存其中
是安全的，无论是生、熟食品，只要
放 入 冰 箱 的 食 物 就 不 会 腐 败 变

质。其实不然，冰箱内存活着种类
丰富的微生物，如果没有正确食用
食物就可能会导致食源性疾病的
发生。

专家提醒，要防止“冰箱病”，
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定期清理冰箱
冰箱应定期清理、除菌，夏季

建议每周一次。正确的流程是断
电、清空、用小苏打或者洗洁精彻
底清洗冰箱内部并风干。注意：不
留死角，冰箱门上的橡胶密封圈和
缝隙也要记得清洗。

冰箱内的食品摆放应分区分
类，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可
用塑料袋、保鲜膜或保鲜盒封装。

冷食不宜马上吃
冰箱内取出的、不能再加热的

食品，宜在室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后
再食用。冰箱里的冷饮、冷食，天气
再热，也不要拿出来就吃，更不要在
大汗淋漓、口渴难忍时过量食用 。

冰镇西瓜别超过 2 小时：西瓜
最好是现买现吃，如果需要冷处
理，冰箱内放置时间不应超过 2 小
时，这样既可防暑降温，又不伤脾
胃。脾胃虚弱、消化能力较差的人
最好少吃或不吃冷饮、冷食，儿童、
老人尤要注意吃冷饮的卫生。冰

箱不能长时间储存食物，特别是一
些蔬菜建议不要超过 3 天。如果
食物变质，应立即丢弃，以免污染
其他食物。

不宜放入冰箱冷藏的食物
黄瓜、青椒、茄子等蔬菜在冰

箱中久存，会出现“冻伤”———变
黑、变软、变味。香蕉、火龙果、芒
果、荔枝、龙眼、木瓜、红毛丹等热
带水果也不宜冷藏，否则果肉会变
黑和变味。土豆、红薯、萝卜等，因
其表皮比较厚实，一般不容易腐
烂，不用放入冰箱储存，存放于室
内阴凉干燥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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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旅游热持续增温，8月将迎学生游旺季

暑期热带旅游谨防三类疾病

解答专家：
康美诺口腔医院技术指导
浙江省口腔医院正畸博士
副主任医师丁王辉

看不见的牙套
看得见的微笑
康美诺口腔医院
为你普及隐形矫正知识

现代社会，颜值当道，整齐美观的牙齿
是大家追求的目标。但是，畸形的牙齿使我
们的追求变成“泡影”。因此，人们都通过牙
齿矫正来改善牙齿畸形，以达到美观的效
果。不过，传统的托槽矫正技术让我们秒变

“钢牙人”，不少小伙伴明明知道自己的牙齿
有问题，却也不愿尝试矫正。而无托槽隐形
牙齿矫正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

关于隐形矫正，读者又有一系列的疑
问：“年纪大了能做隐形矫正吗？”“隐形矫正
会不会影响发音？”“隐形矫正后容易复发？”
面对大家的顾虑，康美诺口腔医院技术指导
丁王辉从解答误区的角度，带大家一起正确
认知无托槽隐形牙齿矫正。

误区1：隐形矫正只能治疗轻度病症
隐形矫正治疗方案可应用于各种病症，

包括轻度和复杂病例。但治疗方案是否适
用于某一特定的病症，是必须由牙科医生来
确定的，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判断是
否可以进行隐形矫正治疗。

误区2：隐形矫正后牙齿会松动，老了会掉牙
牙齿本身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原地不动，

而是处于稳定与移动的平衡中。矫正就是
通过外力暂时打破这个平衡，为牙齿搬家。
矫正产生的骨改建带来牙齿生理性的移动，
在移动过程中暂时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很正
常。当牙齿移动到新的位置上，自然又回归
到平衡中，重新稳定下来。

不少人认为老掉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
现象，其实不然，健康的牙齿应伴随人终
生。目前在我国，牙周炎已成为成年人牙齿
缺失的首要原因。也就是说，所谓老掉牙主
要是因为牙周炎导致牙齿松动脱落，而牙周
炎的关键致病因素是口腔的菌斑微生物。
是否罹患牙周炎与是否做过矫正无关。

误区3：隐形矫正有年龄限制
牙齿移动是生命体内都会存在的骨改建

过程，因此隐形矫正老少皆宜。但不同个体
存在的问题不一样，开始矫正的时机也不尽
相同。下至七八岁的孩童，上至六七十岁的
老者，都有可能成为隐形矫正的目标人群。

青少年隐形矫正有助于青少年身心健
康，不影响孩子的进食，不影响生长发育。
易于口腔清洁，大大降低了牙齿表面脱矿及
患龋齿的风险。牙套隐形且舒适，复诊次数
少，节约学习时间。

成年人隐形矫正牙套隐形美观不易被
人察觉，不影响社交和工作，无托槽异物感
低，更舒适。

误区4：隐形矫正只为了美观
很多年轻人矫正，是为了改善牙齿甚至

容貌的美观，但矫正的功效不仅限于此。多
数中老年人寻求矫正的目的是健康和功
能。整齐的牙齿更易被清洁，利于牙齿和牙
周组织的健康，矫正后获得理想的咬合关
系，能改善咀嚼功能。

□记者 吕鹏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暑期已至，不少家庭选择出游，不

仅国内游火爆，地属热带和拥有海

边的东南亚国家也颇受市民青睐。

记者从一家旅行社了解到，暑

期是旅游的旺季，这些年东南亚旅

游热持续增温，旅游人数约占境外

游的 50%。而 7 月，学生游热潮还

没开始，大部分学生会先选择上补

习班或者兼职打工，到了 8 月才将

迎来学生暑期旅游热。

需要注意的是，外出旅游尤其

是去热带地区，要预防蚊虫叮咬导

致的虫媒传染病与虫咬性皮炎，以

及水土不服引起的腹泻⋯⋯防治

“旅游病”，专家建议可携带一些常

用药物，有备无患。

虫咬性皮炎
不少市民外出旅行回来发现

皮肤瘙痒，甚至起了很多疹子，这
类情况往往属于虫咬性皮炎，又叫
做丘疹性荨麻疹，主要与节肢动
物，如螨虫的叮咬有关。由于昆虫
种类不同和机体反应性的差异，可
引起叮咬处不同的皮肤反应。

症状：表现为局部红肿、丘疹、
风团或淤点，可有刺痛、灼痛、瘙痒。

防治：虫咬性皮炎也要注意预
防蚊虫叮咬，还要注意个人及环境
卫生，勤换衣被，避免喝酒及食用
刺激性食物。一有前驱症状或出
现风团样损害就应及时用药，可减
轻发作。口服的药物可以选择扑
尔敏、西替利嗪、氯雷他定等抗组
胺药物，外用的可以涂擦炉甘石洗
剂减轻不适症状。有些症状比较
严重的可能需要使用激素，如果合

并细菌感染还需要使用抗生素，建
议到医院就诊。

虫媒传染病
旅行中发生因蚊虫叮咬而感

染的虫媒传染病和虫咬性皮炎十
分常见，特别是去热带、亚热带区
域旅游，这些地方不仅是虫媒传染
病的流行区域，也是腹泻发生的高
风险地区。

症状：主要是“发热”。不同的
虫媒传染病也会有不同的表现：疟
疾会有间歇性发热，寒战后高热、
大汗后热退；有些会有特征性的皮
疹，比如登革热会有针尖样出血
点；黄热病会出现黄疸；有些严重
的病人会出现全身多系统并发症，
甚至死亡。

预防：要预防虫媒传染病，最
重要的是预防蚊虫叮咬。可以使
用避蚊胺等避蚊剂，或穿长袖衣
裤，房间使用纱窗、纱门，睡觉挂蚊
帐等。进入森林区域可以使用扑

灭司林等杀虫剂处理衣裤鞋袜、蚊
帐、睡袋等。

腹泻
旅行者腹泻俗称“水土不服”，

是一种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由多种
微生物，包括各种病毒、细菌等感
染引起的，通过饮用被污染的水或
进食被污染的食物而感染发生。
感染性腹泻可轻可重，严重的可能
危及生命，腹泻虽是小事，却不可
忽视。

预防旅行者腹泻最主要的是
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经常用
肥皂和清水洗手，只用瓶装水作
为饮用水和刷牙漱口用水，注意
饮食卫生，避免饮用自来水，避免
食用水洗的食物（如色拉）、冰块、
非巴氏消毒过的牛奶、自制酱汁
和调味汁、未煮熟的海鲜、生鲜或
未熟透的肉类、街头小贩售卖的
食物等。

在酷夏，冰箱可以说是人
类最好的“伙伴”之一，不少人
恨不得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
都放入冰箱，仰仗着冰镇美食
降温“续命”。但是，当你从冰
箱取出冷饮、水果以及各种低
温保鲜的食品满足口舌之欲，
你的肠胃也可能付出代价。不
少致病菌或许就潜伏在你的冰
箱中，再加上过度贪食冷饮，可
能导致“冰箱病”作怪。

都知道空调病，你听说过冰箱病吗？

□记者 吕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