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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每年约有 100 万对夫妻寻求生殖
辅助治疗。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因组织器
官的功能发生变化等生理原因外，还有一些原因
中可能包括过于负面的情绪和心理压力。所谓心
理压力就是一连串的破坏机体稳态平衡的因素对
大脑意识造成的直接影响。

科学研究显示，心理压力已经成为人类生育能
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度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
绪则会导致体内状态被破坏，从而引起身体代谢、
血管功能、组织修复、免疫功能及神经系统受到影
响。当人们处于较大压力下，机体的下丘脑－垂
体－肾上腺轴发生变化，且血液中的糖皮质激素升
高。此外，当怀孕女性暴露于压力或外源糖皮质激
素时，胎儿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及压力相关
行为会受到永久性影响。糖皮质激素对于大脑正常
发育非常关键，但是过多的糖皮质激素将对胎儿神
经内分泌功能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市中心医院相关专家介绍，心理压力对男性
和女性的生育能力都有可能产生影响。现代女性
对自我认知和要求越来越高，对伴侣的要求及伴
侣之间的关系更为理想化，当在现实生活中这些
愿望达不到满足时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如果消
极情绪得不到排解消化，将进一步影响双方的关
系，造成恶性循环。由于生理的不同，女性更容易
因为情感原因而抑郁、紧张、愤怒。长时间处于这
样的生活状态下会使女性的生殖系统受到损害，
表现出月经紊乱甚至无月经，卵巢排卵不规律或
者不排卵，造成怀孕困难或不孕。

男性压力表现形式同女性有所不同，但压力
来源基本相同，包括工作压力，社会地位的压力，
家庭支撑压力，来自伴侣关系的压力，以及夫妻双
方共同经受的压力等。男性在面对压力时同女性
的反应也不尽相同，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女
性类似的压力表现外还具有一些男性特有的表现
形式。女性更多的是表现为情绪上的消极，抑郁或
愤怒，而男性在此基础上还倾向于借用烟酒来排
解，这进一步加深了对生殖系统的损害。

不孕不育症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来源，当夫妻双
方尝试怀孕而不得的时候，寻求治疗的过程，治疗
当中药物的使用，费用支出及时间上的支出都可能
给患者带来进一步的压力。这时候，夫妻双方都应
尽量减少工作上的负担，保持轻松乐观的状态，顺
其自然。同时尽量回避来自家人或朋友的干扰，以
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生育是双方的共同意愿，因此
夫妻之间要相互信任支持，尤其当一方出现焦虑等
负面情绪时，另一方能够给予安抚和排解。

如果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或长期处于极大的
心理压力下，并因此出现生殖系统功能紊乱，应该
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必要时可以咨询心理医生或
结合自身身体情况服用一些心理治疗的药物。

（绵阳市中心医院 李丹）

心理因素
对生育的影响有多大？

每逢过年，很多人都无法抵挡众多美食的
诱惑，管不住自己的“嘴”，放纵自己的“胃”，加
上频繁的举杯畅饮，疾病轻松就“找上门”来。
节日饮食怎样安排才科学、有益健康呢？北川
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周倩告诉你合理的饮食安排。

不健康饮食的危害

过多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
容易导致血管内脂质增高，血液黏稠度增加，
太多的盐分、糖分和油脂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高血压的产生。

过分油腻饮食会使肠道负担较重，吃饭不
规律，进食生冷的食物会加重肠道刺激，导致

胃肠功能被削弱；生食、熟食菜板未分开使用
或在小吃摊点、饭店等进食了含有病原菌及毒
素的食物，会导致胃肠道黏膜急性炎症性改
变，引发急性肠炎。

患消化道溃疡病、慢性肝病的人群，如果
饮食上再不加节制，吃得过饱，鱼虾等高蛋白
食物摄入过多，或是饮酒过量，就极易发生消
化道出血，这也是节日前后最主要的消化道疾
病。严重者容易诱发消化性溃疡或溃疡穿孔。

春节期间，过分油腻的食物，再加上酒精
对胃肠黏膜的刺激，可引起胰腺水肿，从而发
生急性胰腺炎。胰腺炎是一种相当严重的疾
病，每当节假日暴饮暴食之后，它就会出来“发
威”，让人痛不欲生。更可怕的是，它的致死率

为 10%--15%，被称为“节日杀
手”。大吃大喝或大量饮酒，或饮
食太过油腻，还会加重胆囊的负
担，可能导致胆汁分泌过多，从
而诱发急性胆囊炎发作。

节日如何合理膳食

饮食合理搭配。要和碱性食
物搭配吃，以求人体的酸碱平
衡。含碱量较高的是海带，其次
是青菜、莴笋、生菜、芹菜、香菇、
胡萝卜、萝卜等等。

饮食宜清淡。少盐、少糖、少
油腻，少饮酒，吃到“八分饱”，
多吃蔬菜、喝白开水或茶，进食
富含益生菌的酸奶等“清肠”食物来祛除肠道
毒素，可以达到解油腻，清热通肠，润喉去燥
的效果。

应适量饮酒。少量饮酒可促进胃液分泌，
有助消化，促进血液循环，选择红葡萄酒最为
适宜。注意不要空腹饮酒，饮酒前先喝一杯牛
奶或酸奶，或吃几片面包，以免刺激胃黏膜；过

量的酒精会造成肝脏、大脑和消化系统损伤。
注重食品卫生。过节宴客中，食品卫生是

非常重要的。饭菜最好是现做现吃，选择新鲜
的食品原料制作，一次性吃完。聚餐过后，剩菜
用保鲜膜包好，放置在冰箱内冷藏。此外，减少
生冷、刺激性食物，少加盐、酱油、味精，减少钠
元素的摄入，防止高血压。 （张波）

年关将至——

科学饮食管住

□实习记者 尹秦 文/图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沟通联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
固定电话到移动电话，再到短信、E-MAIL、网
络视频等等，同声、瞬间传送的交流形式早已
占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互通书信，这个人类
最古老的交流方式之一，已经悄无声息地淡出
历史舞台；收集信件的邮政设施——邮筒，也
成了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

邮筒记忆
承载人们心底最柔软的情感

伫立在街头的绿色邮筒，曾经给很多人留
下了美好的记忆。

一封信，牵挂着两端的思念和等待。
今年76岁的董大爷曾是一位军人，谈起对

邮筒的记忆，他说那代表着一代人的乡思。“上
个世纪 70 年代末，我在北京当兵，军营门口不
远处就有一个邮筒。这个邮筒对于战士们来
说，简直太重要了。”董大爷回忆道，写好家书，
只要向邮筒里一投，就是一份平安。“在信里，
向远方的亲人讲述工作、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以
及喜怒哀乐的情感；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反复
检查无误后方才安心入睡。第二天一早，就慎
重地将那封信投进绿色邮筒中，从那刻起，就

多了一份期待，添了一份等待。”
就如董大爷说的那样，邮筒承载了人们心

底那份最柔软的情感，最真挚的牵挂。无论春
夏秋冬，风风雨雨，每一个邮筒里，都埋藏着许
多亲情、友情、爱情故事……

邮筒变迁
从一月上万封到现在近千封

1 月 22 日下午 2 时 30 分，又到了第二次开
启邮筒的时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绵阳市分公
司高新投递部的工作人员唐猛从绿色的帆布
挎包里取出钥匙，打开了位于绵阳中学大门前
的邮筒。里面什么也没有，简单清理了邮筒上
的灰层后，唐猛默默地关上邮筒。从业20年，越
来越少的“收获”虽已成常态，但他仍坚持按照
公司规定，每天到这里开箱取件。

1997 年，进入邮政系统工作的唐猛，负责
位于红星街邮政网点前的邮筒取件与报刊投
递。“那时，骑着自行车取件，车子左右分别挂
着装信件的帆布袋。一天下来，取件数量有上
千件，最高峰一月上万件，两个袋子都不够
装。”唐猛回忆道，现在骑着快递配送车，有时
候一天只有十几封。“以前信件以家书为主，现
在大多数都是广告和账单类的商务信件，以及
部分明信片。这些年，信件数量大幅缩水。”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绵阳市分公司投递局高

新投递部主任孙成茂介绍，刚进入投递
部工作时，每天要处理的信件量大概是
现在的3至4倍，那时分拣员也是现在人
数的两倍。以前，每天收到的信函中90%
以上都是手写信件、明信片等，而如今
80%以上都是广告信件、信用卡账单、印
刷品等，而且占比呈持续上升趋势。

“我和同事们都发现，自己手中所
分拣的手写信件和明信片都以学生和
老年人为主。”孙成茂说，无论通讯多么
发达，信件传递的温情是其他通讯方式
无法给予的。

邮筒使命
有人投递就有存在的必要

如此“寂寞”的邮筒是否还有存在
的必要？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绵阳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
示，邮筒承担的是普遍服务设施的功能，不会
因为业务量的减少，而取消所有的邮筒。同时，
不论邮筒是否有件，邮递员都会固定取件。

“国家要求提高邮政设施的普及率，因此，
邮筒、邮箱不会减少。对于邮筒的设置要求，在

《邮政普遍服务标准》里也有明确规定。”该负
责人介绍，《邮政法》明确规定，邮政设施的布
局和建设应当满足保障邮政普遍服务的需要。

“街头邮筒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是为了服务群
众。虽然私人信件逐渐减少，但各种商业信函
接踵而来，如话费对账单、信用函、汇款单、社
保单等信件逐年增多，邮筒仍然肩负着重要的
使命。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只要有人投递，邮筒
就有存在的必要。”

截至现在，绵阳市区有邮筒248个。手机便
捷，可是无法替代信件传达的浓厚感情；邮筒，
是信件短暂的驿站，温暖了那个时代的人。

它是信件短暂的驿站，温暖了那个时代的人……

渐行渐远的邮筒出路在何方？

本报讯（吴成光 记者 任露潇）寒冷的气候吹
不散群众的热情，飘雪的天空遮不住人们的喜悦，
28 日，仙海区徐家桥村集中安置小区 300 余居民
聚集在一起，用载歌载舞，同吃坝坝宴的方式，互
相庆祝乔迁之喜。

“住进新家，又逢新年，这样的双喜临门，可是
要好好庆祝一下哦！”当天上午11时，徐家桥村集
中安置小区一处整洁漂亮的小院内热闹非凡，居
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相互问候和祝福，俨然一个
热闹的大家庭。厨房中，几名厨师正忙得不亦乐
乎，炒料、蒸肉……不一会儿，热腾腾的佳肴香味
四溢，让人垂涎三尺。为了助兴，一场别开生面的
文艺表演也同时在院内小舞台上上演，经典的剧
目，优美的舞步，赢得在场居民的阵阵掌声。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业奎告诉记者：“在这个喜庆
的日子里，我们希望通过联谊会、坝坝宴把全村的老
百姓都聚集在一起，迎接新年、互贺新居乔迁之喜的
同时，也为新一年建设家乡加油、打气！”

据了解，仙海区徐家桥村五、六社因旅游开发
实施了统征统转，当地政府用集中安置的方式将
107 户原住村民整体迁出并集中进行了安置。集
中安置小区于2015年开始施工建设，至2016年春
节前，90 余套新房全部交付使用，85 户通过抓阄
的方式领取到新房钥匙（另外22户村民自愿外地
购置商品房）。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中，80余户
村民陆续入住新居。

仙海安置小区居民
同吃坝坝宴庆乔迁

本报讯（记者 李锦辉）“这么晚天气又这么
冷，你一个女孩独自在外面不安全，还是尽快
回家吧。”一位执勤的特巡警善意的提醒着独
自行走的女孩。华灯初上，灯火璀璨，特巡警们
还在坚守岗位、奔忙街头；无论烈日酷暑还是
三九严寒，我们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用忠诚
守卫着安全。1 月 29 日，天气虽然寒冷，但是特
巡警黄波依然昂首挺胸在街头默默巡逻。

“ 还 有 几 天 就 春 运 了 ，决 不 能 掉 以 轻
心。”黄波提醒着和他一起巡逻的同事们。

春运即将开始，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确保我市社会治安形势平稳，特
巡警黄波和同事们加强了火车站、客运站等
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频次，加大对可疑人员
的盘查力度，对身份证及随身携带物品进行
查验，按照“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的要
求，对重点地区开展治安巡逻，提高巡逻频
率和密度。巡逻民警重点发现、盘查可疑人
员，强力震慑了违法犯罪行为，提醒群众在
夜间注意自身安全，提高防范意识。“城市需

要和谐，人民期待安宁，作为警察我会以更
加饱满的姿态，守护人民的幸福家园。”黄波
铿锵有力地说道。

同时，黄波向记者介绍，春节前夕，他们还
将加强街面巡逻执勤，提高见警率；针对市民
在宾馆酒店团年、在娱乐场所聚集的情况，组
织力量开展安全检查，防止发生重大安全事
故，确保治安有序、活动安全，提高快速反应能
力，确保各类警情得到有效处置。“我们名叫特
巡警，就不能待在办公室，必须出现在街上，随

时准备打击犯罪、为民服务。”黄波说，我们每
一个特巡警都会努力尽责，让群众有实实在在
的“安全感”。

新的一年，谈及自己的愿望，黄波脸上露
出了笑容，“最大的愿望就是新的一年继续服
务社会、规范执法、保民平安。每天晚上巡逻
执勤，最欣慰的就是看到祥和的万家灯火和
夜晚匆忙回家的人对我们那份信任的眼神。
有多少年春节
因为执勤没有
回家和妻儿团
圆我已记不得
了 ，但 是 身 为
特 巡 警 ，我 很
骄傲。”说着黄
波 眼 泛 泪 光 ，
他 为 自己竖起
了大拇指。

特巡警代表——

“最欣慰的是看到祥和的万家灯火”

最近一波冷空气袭来，对于脑血管病患者，
特别是“中风”患者来说，寒冷的冬天可不好过。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公布的一组
数据显示，冬季我国心脑血管病患者死亡人数
比夏天高41%。

调查显示，在中国每 12 秒就有一人发生
卒中（俗称“中风”），每 21 秒就有一人死于卒
中，每年死于脑血管病的患者约 130 万，每年
新发脑血管病患者约 270 万，而现有脑卒中患

者则达到了700万。

冬天对脑血管病患者有诸多影响

人体受到寒冷刺激，交感神经兴奋，肾上
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多，全身毛细血管收缩，血
液循环外周阻力增加，血流受阻。

交感神经兴奋，血压升高。
寒冷刺激使血液中纤维蛋白原增高，促使

血栓形成，堵塞血管，发生缺血性脑血管病。
低气温可使体表血管的弹性降低，心脏负

荷加重，可使血压进一步升高，使原本脆弱的
血管破裂，而发生出血性脑血管病。

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上呼吸道感染
发病率增高，发热等因素可以诱发脑血管病。

冬季烤火不慎引发一氧化碳中毒，会加重
脑缺血的发生。

冬季人们滞留在室内，生活不规律因素可
以诱发脑血管病的发生。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的研究发现，室外温度每降低 1 摄氏度，人
体收缩压约升高0.19毫米汞柱，舒张压约升高
0.12毫米汞柱，这是在针对上海50名高血压患
者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脑血管病患者如何安全过冬

四〇四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罗军告诉大
家——

1 注意防寒保暖
严寒刺激会加重高血压病情，所以要注意

防寒保暖，特别是寒潮袭来、气温骤降时，要注

意及时添加衣服。
2 控制情绪
极度愤怒或紧张都可诱发脑中风，因此高

血压病患者要保持乐观愉快的心情，切忌狂
喜、暴怒、忧郁、悲伤、恐惧和受惊。

3 勤量血压
最好每天都量血压，发现异常能及时处理。
4 积极预防冬季疾病
冬季易患流感、鼻炎、咽喉炎、扁桃体炎、

气管炎等，应注意预防和积极治疗。
5 坚持适量运动
应参加一些户外锻炼，以增强体质和耐寒

能力，但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而定，最好
不要做剧烈运动。冬季不应太早进行锻炼，阳
光充足天气暖和的上午 10 时至下午 3 时是户
外锻炼的黄金时段。

6 注意补充水分
冬季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消耗多，要多喝

水，多食鲜枣、柚子、柿子、柑橘等富含维生素
的水果及绿叶蔬菜。

7 生活规律
早睡早起，动静结合，劳逸结合。避免劳累

过度，情绪紧张，烦躁不安等。

脑血管病患者如何安全过冬
专家给你7个锦囊

““嘴嘴””

唐猛在绵阳中学大门前的邮筒取件唐猛在绵阳中学大门前的邮筒取件

本报讯（高建 记者 李春梅）1月29日上午，市
民安女士等人将一面“秉公执法 热心服务”的锦
旗送到绵阳市旅游执法支队办公室，对市旅游执
法支队帮助游客依法维权的行为表示感谢。

2017 年 8 月 19 日，安女士一行五人参加某旅
行社组织的港澳 7 日旅游活动，旅游行程中因台
风造成安女士等五人不同程度的受伤，事发后旅
行社及领队积极配合处理善后事宜，旅行社垫付
了医疗费用。事后因后续治疗费用及误工费赔付
发生纠纷，安女士等人向国家旅游局、信访部门
投诉，市旅游执法支队接转办件后，及时进行调
查取证，在事实基础上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双方
达成赔偿协议。

绵阳市旅游执法支队以服务游客为宗旨，高
效、快速、科学处理旅游纠纷，切实为游客排忧解
难，去年共受理旅游投诉 71 件，旅游纠纷 127 起，
有力的维护了游客和涉旅企业的合法权益，赢得
游客称赞。

市旅游执法支队
高效服务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