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分花粉过敏与感冒

花粉过敏一般同一症状反

复出现至少要在三周，不伴有头

疼、发热、肌肉酸痛等症状。

感冒病程比较短，一般 3 到

7天，很少超过两周，如果在这个

季节同一症状反复出现的话，要

警惕是花粉过敏，到医院及时就

医，明确过敏原。

如何分辨花粉过敏

春季花粉过敏有哪些典型症状？ 徐迎阳介绍，相

比其他类型的过敏原，春季花粉过敏的眼部症状更为

突出。 眼睛常出现痒、结膜水肿、红肿、流泪等症状，严

重者甚至双侧眼睑也会红肿，分泌物增多，早上起来

睁不开眼。 还有一部分过敏人群的嗓子会出现异物

感，严重者还会出现剧烈咳嗽、胸闷，憋气、喘等类似

哮喘的表现。 除此之外，还可能合并五官痒，比如耳朵

痒、上颚痒等。

因症状相似，花粉过敏易与感冒混淆。 徐迎阳介

绍，与感冒不同，花粉过敏一般不伴有发烧及乏力、头

疼、嗓子疼、肌肉疼等全身性的非特异性症状。 此外，

相比感冒，过敏的病程更长，可持续一个月或更久。

一些人认为，过敏是免疫力差导致的，北京协和医

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关凯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过敏是源于免疫紊乱，并不等于‘缺乏免疫力’ ，更

不是‘免疫力低下’ ，简单地提高免疫力不但有可能帮

不上忙，还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过敏反应。 ”关凯说。

花粉过敏如何防治

面对“无处不在” 的花粉，许多“过敏人”

只能减少户外活动以远离过敏原。 在户外踏青

的好时节，如何帮助“过敏人” 更好地享受春

光？

徐迎阳表示，相对来说，市区除了个别郁郁

葱葱的公园外，花粉浓度会比郊区低一些。 外出

时，建议“全副武装” ，佩戴口罩、防护镜等。 也

可在出门前使用花粉阻隔剂，涂在鼻腔表面，起

到物理隔绝的作用。

“对于明确有过敏史的人，建议在过敏季到

来前 1 至 2 周口服抗组胺类药物等。 若是提前

了解到要去的地方花粉浓度较高， 可提前服用

抗过敏药，或在医生指导下加量。 ”徐迎阳说。

关凯特别提示， 过敏治疗不要擅自停药。

“帮助患者找到致病过敏原后，医生根据所监测

的花粉播散时间段，指导患者提前两周开始规律

使用抗过敏药物，其间根据花粉浓度灵活指导用

药，并确认花粉播散结束两周后再停药，能帮助

绝大部分患者顺利应对过敏季节，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用。 ”关凯说。 流涕和眼睛红痒者，除用药

外，还可用生理性盐水清洗鼻腔，缓解不适。

随着气温回升，春暖花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

家门踏青赏春。 然而，对于花粉过敏人群来说，出

门却可能意味着“一把鼻涕一把泪” 。哪些植物易

导致过敏？春季过敏有哪些典型症状？如何预防花

粉过敏？ 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春季气温升高，空气中花粉浓度增大，

室内霉菌、尘螨增多，容易在过敏体质人群

中诱发荨麻疹，患者发病时饱受瘙痒折磨。

皮肤科专家介绍， 中医治疗荨麻疹具有一

定优势，可以有效缓解症状并防止复发。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

任医师佘远遥介绍，荨麻疹是由于皮肤、黏

膜小血管扩张及渗透性增加而出现的一种

局限性水肿反应，常先有皮肤瘙痒，随即出

现风团，少数患者有水肿性红斑，风团的大

小和形态不一，发作时间不定。荨麻疹的症

状通常在 2 至 24 小时内消退，但患者会反

复发生新的皮疹，病程迁延数日至数年。

“荨麻疹特别是慢性荨麻疹的病因非

常复杂，约 70%的患者找不到原因。 ” 佘远

遥说，荨麻疹常见的病因有：食物及食品添

加剂、吸入物、感染、药物、物理因素、精神

因素、内分泌改变、遗传因素等，而中医将

荨麻疹称为“瘾疹” ，其病机可有多种，例

如，可由风寒外袭蕴积肌肤，致使营卫不和

而起；或由风热之邪客于肌表，引起营卫失

调所致；或由饮食不节致肠胃湿热，郁于皮

肤腠理间而发。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治

医师张天博介绍， 中医治疗荨麻疹尤其是

慢性荨麻疹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 可通过

对患者身体进行综合调理达到从根本上治

疗的目的，不仅关注症状缓解，更注重防止

复发。

张天博说， 中医根据荨麻疹患者的病

情辨证施治， 常见治疗方法包括口服中药

汤剂或中成药、中药外洗、毫针针刺、艾灸、

耳穴贴压、穴位放血等。 需要注意的是，患

者应由专业中医师辨证后用药， 不可自行

随意用药。

专家提示，治疗之外，患者还应避免接

触已知的可能诱发荨麻疹的过敏原， 保持

良好睡眠、 适当运动和健康饮食等健康生

活习惯以增强免疫力，减少荨麻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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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赏春，谨防花粉过敏

花粉过敏“元凶”

并非绚烂花朵

提到花粉过敏的 “元凶” ，

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桃花、杏

花等绚烂的观赏花。 但其实，春

季过敏的 “元凶” 更多是一些

“不起眼的花”产生的花粉。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

主治医师徐迎阳介绍，致敏花粉

以“风” 为介质，具有产量大、重

量轻的特点， 主要来自柏科、松

科、杨柳科、桑科、木犀科（如白

蜡）、桦木科、悬铃木科等。 而令

人赏心悦目的桃、杏、李、梅、樱、

玉兰、海棠等，基本不会引起花

粉过敏反应，因为它们是“虫媒

花” 。

“常见春季致敏花粉的时间

不同， 通常 3 月份以柏树为主，

到了 4 至 5 月份，主角则变成了

桦树、梧桐、杨柳树等。 ”徐迎阳

说， 受多种因素影响， 每年的

“花粉日历”可能稍有差别。

春

季

易

发

荨

麻

疹

中

医

应

对

有

办

法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