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
6座古蜀“祭祀坑”中出土的重要
文物相继向世人亮相。其中，一
件残缺的黄金面具尤为惊艳，引
起考古界和公众的极大关注。

这件黄金面具出自三星堆遗
址的 5 号“祭祀坑”，重量大约
286克，是三星堆遗址迄今发现
最大的黄金面具。根据统一安
排，5、6、7号“祭祀坑”的发掘工
作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
川大学联合负责。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
发掘工作的师生对黄金面具的出
土过程记忆犹新。他们告诉记
者，黄金面具最早是1月5日在
祭祀坑内被发现的。一开始，由
于只清理出金器的局部，并没有
引起大家很大的注意。随着坑内
填土的逐层清理，金器揭露出的
范围越来越大，大家意识到这可
能不是一件常见的器物。

而当黄金面具的轮廓越来越
清晰——整个发掘区里的考古队
员们都沸腾了。

如何安全、科学地将黄金面
具提取出来，成为一个难点。根
据发掘者介绍，若只是从填土中
取出一件器物倒也并不复杂，对
于金器而言，当周围的填土清理
了以后，它在坑里的状态是比较
稳定的。

然而每一个深埋千年的器物
都不是孤立的，若将器物贸然取
走，则可能会打破器物与器物之
间的关联性，我们将失去探寻背
后原因和故事的蛛丝马迹。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与文保人员经
过反复酝酿和讨论，于2月2日
将这件黄金面具提取出来，送到
实验室进行小心地清理和修复，
这件残缺却令人震惊的黄金面具
终于显露于天下。

（新华）

面对大自然这份略带挑战的
馈赠，过敏人群不必草木皆兵，但
也要防患于未然。

程雷建议，要像关注天气预
报一样关注花粉传播的监测、预报
信息，在花粉传播时，出门要戴好
口罩，最好是戴N95或者KN95口
罩，以阻隔一些颗粒较小的花粉。

“结膜炎患者，还要戴护目
镜，一般的眼镜不行，眼镜四周需
要密封。”程雷说。

周林则建议，过敏人群出门
还需戴帽子、穿长袖外套，回家后
衣服要及时洗，尽量不要放在室
外晾晒，门窗也要尽量少开。“大
家还可以尝试使用花粉阻隔剂，
出门前将其涂在鼻腔里，可以在
鼻腔黏膜中形成保护膜，避免花
粉与人体的肥大细胞接触，诱发
过敏。面部过敏患者还可以用生
理盐水湿敷面部，每次15分钟、早
晚各一次。”周林说。

周林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维
生素C、多锻炼身体，以增强抵抗
力。“门诊中，我们发现适当运动，
可以降低过敏症状的复发概率。”
她说。

“预防为先、预防为主。”程雷
表示，花粉过敏患者还可以根据
自己往年发病时间，在发病前的2
至3周，提前开始吃相关药物或者
使用鼻喷激素，以缓解症状或者
压制症状。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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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带来春天烦恼
专家教你防护妙招

在如今这万物复苏的大好春光里，花丛树影中，总不乏频频举起相机、手
机的面孔。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将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安心收下。

对于一些特殊的小伙伴，莫说进入花丛赏花，只要进入花粉“射程”，就会一
脸通红，皮肤上红斑、丘疹“此起彼伏”；亦或者被花粉诱发鼻炎、哮喘，出现打喷
嚏、咳嗽、流鼻涕、流眼泪等症状。

最近，中国天气网制作的“全国花粉过敏预警地图”走红网络。这幅根据
中国气象局3月25日8时数据制作的地图显示，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处
在容易诱发花粉过敏的区域内，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湖北等省份过敏指数
持续走高。而受降雨影响的湖南、江西大部地区的花粉过敏指数明显下降。
免受花粉困扰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内蒙古以及西藏等地。

那么，花粉为何让人过敏？我们又该如何预防、缓解过敏症状？针对上述
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为您揭秘。

“全国花粉过敏预警地图”中
处在预警区域的江苏，最近过敏
的人数正在增加。

“3月27日我值班，一下就来
了8个面部过敏的患者，基本都是
女性。”接受记者采访时，江苏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
周林在门诊忙得不可开交，“每年
这个季节以及八九月份，面部过
敏的患者都会明显增多。”

资料显示，花粉是自然界中
植物的雄性细胞，因物种各不相
同，其大小、形状、结构千差万别，
绝大多数以微米为单位计量。草
长莺飞的春季，植物开花散叶，花
粉便在微风、蝴蝶、蜜蜂的助力下
飞散到空气中，让植物得以繁衍
生息。

提起花粉过敏，不少人以为
“这都是鲜花惹的祸”，实则不然。

“花粉过敏原有三大类：一类
是春季的树木花粉，一类是春夏季
的禾本科花粉，一类是秋季的杂草
花粉。”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
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
会候任主任委员程雷告诉记者，植
物花粉分为风媒花粉和虫媒花
粉。凡是开得鲜艳的、通过昆虫来
授粉的花的花粉，都是虫媒花粉，
该类花粉一般不致敏。令人过敏
的是风媒花粉，它们可以随风飘散
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

相关专家表示，风媒花粉个头
小，小到肉眼看不见，很轻，数量也
多。风一吹，花粉在空气中大量
飘浮，人接触和吸入后很容易致
敏。

花粉是空气中的“常客”。“春
季树木花粉一般从三四月份开始
飘散，而后禾本科花粉上场，秋季

杂草花粉一般在八九月份出现，
局部地区即便到十一月份仍有花
粉飘散。”程雷说。

这些“身份”不同的花粉，其
来源也各异。

程雷介绍，就春季树木花粉
来说，北方地区的致敏花粉主要
来自杨树、柳树、桦树、榛树，而南
方地区的致敏花粉则多来自杨
树、柳树、柏树、松树。而具体到
华东地区，其主要的致敏花粉来
自法国梧桐，它们一般从四月中
旬开始飘散花粉，会一直持续到
五月上旬。春夏季的禾本科花
粉，主要是来自鸭茅等牧草。

“我国最常见的秋季致敏杂
草花粉主要来自蒿草、豚草、葎
草，其中蒿草多见于黄河以北的
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也有，但相对
较少。”程雷说。

细看“全国花粉过敏预警地
图”，各个地区的花粉过敏指数不
尽相同。造成各地过敏指数不同
的原因，除了各地致敏花粉来源
植物分布不同外，气候、气温差异
也是重要原因。

程雷表示，植物开花的时间
主要与气温密切相关。“比如说某
年气温回暖比较晚，平均气温比
往年同期低超过1摄氏度，此时花
粉开始飘散的时间就会比较晚，
会比往年推迟5到8天，甚至推迟
10天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气
温差异在0.5摄氏度范围内，影响

就不大。”程雷说。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空气

污染会加重花粉过敏症状。”程雷
说，近年来由于部分地区空气污
染，季节性花粉过敏症和常年性
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均呈
现明显上升趋势，有些人甚至会
两种病叠加。

“总体来说，呼吸道过敏性疾
病在过去20年间的发病率增幅超
过100%，例如过敏性鼻炎、哮喘的
发病率上升很明显。环境的变化
以及环境与基因的相互作用，导致
患该类疾病的人数增加。”程雷说，

此外工作、生活压力的加大，也会
导致患过敏性疾病的人数增加。

“如果花粉飘散的持续时间
长，一些患者的呼吸道过敏性症
状可能会持续1至3个月，特别是
在花粉浓度高的那两三周，症状
会非常严重。”程雷说。

这些过敏体质的易感人群，
如果再遇上“天公”助力，那就更
是苦不堪言。“如果遇到晴朗的大
风天，花粉会飘散得更快，过敏的
人数就会更多。过敏反应表现在
面部，就是长红斑、丘疹，皮肤有
瘙痒感。”周林说。

过敏并非都是鲜花惹的祸

环境因素加重花粉过敏症状

贴士 佩戴口罩、护目镜等可预防

三星堆
黄金面具
是如何出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