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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态反应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 30%~
40%的人被过敏问题困扰。以春天最常见的过敏性
鼻炎为例，目前全球约有 6亿过敏性鼻炎患者，且
发病人群呈每年递增趋势。引起过敏的因素复
杂，常见因素包括：

遗传因素：研究表明，如果父母双方都患过
敏性疾病，孩子发生过敏的几率为 70%以上；如
果父母中一方有过敏，孩子过敏几率为 45%~
50%。其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比父亲大。

喂养因素：人类对于过敏性疾病的易感性可
能在婴幼儿时期已经出现，并持续存在。研究发
现，母亲的怀孕年龄、怀孕次数，孩子出生时的
体重、出生后的喂养方式，以及新生儿期间孩子
的健康状况等，对过敏性疾病的持续发生发展都
有一定影响。因此一般建议婴儿出生后，坚持母
乳喂养 3~6 个月，可减少婴幼儿过敏性疾病的发
生。

环境因素：室内使用各种装修材料、粘合剂
以及吸烟等情况，都会造成室内过敏原的增加，
引发或加重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此外，宠物的毛
发、皮屑也有很强的致敏性。

卫生假说：国内外研究发现，发达或经济条
件好的地区，比不发达或经济条件落后的地区，
过敏发病率高，这可能与工业化程度、化学品使
用、环境污染水平相关。同时，抗生素的使用
（控制感染性疾病）、过度清洁，也可能是诱发过
敏性疾病的原因。

过敏是一种特殊的免疫反应，表现为机体吸

入、摄入、接触或注射某一过敏物质时，出
现某一组织或器官，甚至全身性的强烈反
应，引起各种各样的器官功能障碍或组织损
伤。这类导致变态反应性疾病的抗原性物
质，称为过敏原，也叫变应原。90%~95%的
过敏原都来源于吸入性物质和食物，常见的
有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真菌、昆虫等；
食物中有牛奶、花生、鸡蛋、大豆、鱼虾海
鲜等；接触性的有油漆、化妆品、乳胶等；
此外，一些抗生素、水杨酸、解热镇痛药、
磺胺类药物也可能为过敏原。

皮肤点刺和抽血检查是常见的两种过敏
原检测方法。皮肤点刺试验属于体内试验方
法，操作简便、费用便宜，但存在皮肤病变
者、孕妇、婴幼儿、风疹患者不适用。另

外，做皮肤点刺试验前有服用抗组胺药、糖皮质
激素、抗白三烯类药物的患者，需根据个体情况
停药 3~7 天方可进行，否则可能出现假阴性现象。
抽血检测不受药物影响，同时可减少过敏原造成
的不适感。无论体外还是体内，不存在哪个更好
的说法，如果有条件，建议两个检查一起做，对
过敏性疾病的诊断更准确。

除此之外，体内检查还包括斑贴试验、抓伤
试验、结膜试验等；而体外的抽血试验，除了过
敏原特异性 IgE 的测定，还包括 IgG 检测、嗜酸性
阳离子蛋白检测、肥大细胞脱颗粒试验等。

找出过敏原后，应避免食用或接触。当然，
规避过敏原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特异性 IgE的
级别仅为 1~2级，患者在食用或接触该食物时，没
有出现腹痛、腹泻、皮疹、嘴唇麻木等过敏症
状，其实还是可以少量食用的；但如果特异性 IgE
的级别达到 3级或以上，对于该过敏原就应尽量避
开。不过，有些过敏原是无法避开的，像尘螨、
花粉等，这时需根据实际情况做进一步的脱敏治
疗。

有患者可能问：我做了多次检查，花了很多
钱，都查不出过敏原怎么办？其实，过敏原多种
多样，每个过敏患者的过敏原不一样；过敏原的
检测试剂也不可能将所有过敏原囊括，确实存在
无法找到过敏原的情况，这时医生会要求患者仔
细观察过敏前的行动轨迹，比如过敏发作前去过
哪些地方，接触过什么东西，吃过什么东西等，
再根据患者情况作出判断，进行下一步诊治。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活得孤独和死得不被
牵挂。”电影《我是传奇》里的这句台词道出了老
龄化加剧带来的社会问题——孤独老，甚至是孤
独死。它更像是一种“双重死亡”，远离社会，孤
独的生活，甚至还要带着这份孤独离开这个世
界。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虽然一些
国家在努力改善，但这仍是困扰社会的难题。

鼓励老人再就业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随
着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日本老人独自生活，临
死时甚至没有一个亲人在场，在尸体分解甚至化
成白骨后才被人发现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孤
独死”这个概念便由此而来，最早出现在 1970 年
代的日本新闻中。

日本老人独居是常态。年轻人都在大城市里
打拼，父母在老家居住，逢年过节才见上一面。
在他们看来，分开生活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还
有很多日本人年轻时工作压力大，直到退休仍是
单身。也因此，老年人“孤独死”的情况非常严
重。统计显示，日本每 4个高龄男性之中，就有一
个因无人在身边照顾和陪伴而“默默离世”。

对此，日本政府十分关注。内阁府专门就老
年人生活状况进行过多项调查，结果显示，很多
老人平时不大与人说话、不与邻居来往，导致有
困难的时候也无法寻求帮助。数据显示，独居老
人与外界交流的频率，包括电话和邮件在内，平
均 2~3 天沟通 1 次的占最多，其次是“每周不满 1
次”的，“几乎不与人交流”的也大有人在；64%
的人表示“几乎没有”与近邻的来往，或“只是
偶尔寒暄”；每 5 人中就有 1 人认为“困难时没有
可以依靠的人”。

为减少孤独死现象，日本政府、公益组织、
社区都在做各种努力和尝试。为让老人能积极参
与到社会活动中，日本政府出台了只要健康、有
意愿和能力，老人可以持续工作的政策。因此，
日本 60 岁以上常用劳动力占比不断增加，在员工
人数 31 人以上的企业中，老年从业者约有 260 万
人，较 5年前相比共增加了 226万人。鼓励老人积
极参加到工作中，利于他们接触到更多的人，同
时也能在社会中再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社会组织鼓励老人参与团体活动，如自治
会、町内会、志愿者等。比如，樱花协会在每周
三下午组织社区里的老人聚在一起，唱歌、聊
天、赏花等。而且，孤独死现象也给不少日本老
人带来了不安，为此，他们愿意积极参加团体活
动、自发外出。

社区居委会平常会将牛奶、报纸等送到独居
老人门口，若第二天发现物品没动，他们就会敲
门问询。在远离东京的一个村子,村委会让老人每
天起床后，在家门口升起鲤鱼旗，当村长看到哪
家上空没有，就会赶紧派人过去查看。

专设长者服务热线

英国 65 岁以上老人已经超过 1140 万，约占总
人口的 17.7%。不久前，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一项研
究显示，每 10 位英国老人中，就有 1 位处于长期

孤独状态；75 岁以上英国
老 人 中 ， 超 半 数 独 自 生
活；其中，20 多万名老人
每个月最多与 1 位亲朋好
友 交 谈 1 次 。 在 英 国 ，

“孤独老”是普遍现象。
为缓解老人孤独，慈

善 机 构 “ 银 线 ” 应 运 而
生。它是英国唯一免费、
保密的全国服务热线，一
年 365 天 全 天 候 有 人 在
线，帮助 60 岁及以上老人
排遣孤独。他们会与老人
商定时间，每周进行一次

“友情通话”；为来电老人寻找老友、获取信息、
提供建议，或者仅仅是耐心倾听、表达理解和给
予安慰……自 2013 年正式成立以来，“银线”已
接听英国各地老年人拨打的超过 250万个来电，每
周大约 1万次通话。

“银线”成立后，帮助了不少存在孤独问题
的老人。有研究表示，接听电话可以帮助老年人
减少隔绝感，及时获得健康信息，方便求助，有
效减少了独居老人的“默默死亡”事件。

在新冠疫情期间，“银线”的功能更加丰
富。比如，传递健康防疫建议，或提供民间机构
最新服务信息，这些都会对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
及家属有所帮助；提供情感支持，帮助老人解决
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问题；交流做家务、管理
财务等生活技巧等。

参与“银线”服务的，还有阿尔茨海默症协
会、英国痴呆症机构、英国年长者机构等。据英
国公立医疗机构的调查，在近几年，医学界和民
众对于这类不用打针吃药的“社交疗法”越来越
认可，英国已经有大约 20%的老年病患者参与了
这个项目。

开发村落抱团养老

美国多数老人愿意独居，但美国健康与公共
服务部社区生活管理局数据表明，独居老人更易
患高血压、心脏病，更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
患认知能力下降、阿尔茨海默病的几率更高，有
些甚至会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死亡。

为解决该问题，美国“村落运动”遍地开
花。该想法最早于 1999年由一群 60多岁的老人提
出。创始人之一的苏珊表示：“60 多岁时，我意
识到随着年龄增长，独立生活对我们越来越遥不
可及。于是我和十几个邻居一起筹备了两年，提
出了村落运动这个计划。”

2001 年，第一个正式的老人村落于波士顿比
肯山成立。村落的公共资金主要来自于会员费，
也有少量捐赠。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社区大小
事宜，为老人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如杂货店送
货、简易家居维修、遛狗、组织社交活动等。

“让老人能够在家中生活，并尽可能独立的生活”
是养老村落的口号，在这里，基本生活物品应有
尽有，老人也因此与社区联合在一起，互相帮
助，并成为社区的一部分。目前，美国已经有 250
多个养老村落，超过 2.5 万名成员，还有 130 个正
在开发中。

定期摸底独居老人情况

近年来，韩国单身家庭数量剧增，统计显
示，他们平均每天与他人交流时间仅为 1 小时左
右，与家人交流的时间更是不到 10 分钟，且多数
人物质条件有限、生活拮据，常年处于精神与物
质双匮乏、孤立无援的边缘地带，而最终，老人
常常孤独死去，无人问津。韩国保健福祉部今年 3
月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 年，韩国共出现 2773 具
无人认领的尸体，近一半为 65 岁以上老人。实际
发生的“孤独死”案例更要高于这一统计数据。

“孤独死”成为韩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社会问
题。为此，韩国保健福祉部去年向国会提交“预
防和管理孤独死相关法律案”等 28 条法案，并于
去年 3 月获得国会通过、今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
行。自此，韩国政府需每 5 年进行系统摸底调查、
统计报告以及制定预算，以缓解孤独死现状。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早已着手开展相关工
作。位于庆尚南道的蔚山市，快递员负责给低收
入单身家庭送奶并带去问候，若发现对方没有领
取牛奶的次数超过 1回，便会立刻反映至辖区福利
机构；济州岛政府联合通信和电力公司推出“单
身家庭问候照料”服务，根据手机短信和通话频
率、流量使用、手机基站变动及电量使用情况等
大数据，及时发现异样，通知辖区福利机构专员
前去访问。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特别是女性，即便处于
孕期也希望身材依旧苗条美丽，但这也带来了诸
多问题。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日本政
府计划出台新版《孕妇饮食指南》，督促怀孕前体
型偏瘦的孕妇适当增重。

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该国约一成新生
儿出生体重低于 2.5公斤。研究发现，出生时体重
较低的孩子，长大后罹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
更高；在学校中擅长运动或日后参与锻炼的可能
性较低；成年后更容易情绪低落，出现抑郁和焦
虑，而胖乎乎的宝宝更可能成为乐观的人。

报道称，日本年轻女性越来越注重管理体
重，但孕妇如果不适当增重，会对胎儿的发育造
成非常大的影响。基于多重考虑，促使了日本厚
生劳动省决定修改早前制订的《孕妇饮食指南》，
督促怀孕前体重指数（BMI）低于 25 的孕妇增重
10~15公斤。

日本母子爱育会保健中心所长中林正雄建
议，女性备孕期就应开始改变饮食方式，怀孕后
更应注重营养均衡，适当增加体重，这对母婴健
康都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