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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寻宝
——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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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
清明、谷雨 6 个节气。春为四时之首，
是自然界阳气开始升发的时令，立春
后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万物生
发，动物从冬眠中苏醒，小草发芽，这
也是养生的开始。人应该顺应天时的
变化，通过饮食、起居的调养，加强锻
炼等来保持身体的健康。

春季养生，就是指在春天通过各
种方法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
到延年益寿的方法。所谓生，就是生
命、生长；所谓养，即保养、调养。
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阴阳五
行生化收藏之变化规律，通过怡养心
神，调摄情志、调剂生活等方法，从
而达到保养身体、减少疾病、增进健

康、延年益寿的目的。
《黄帝内经》中说：“春三月，此

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
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形，以使志
生。”春季，晚上不要睡得太迟，早
上要早起，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以
适应自然界的生发之气。

经过一夜睡眠后，人体松软懈
怠，气血周流缓慢，刚醒之时，总觉
懒散而无力。若四肢舒展，伸腰展
腹，全身肌肉用力，并配以深吸深
呼，则有吐故纳新、行气活血、通畅
经络关节、振奋精神的作用，可以解
乏、醒神、增气力活肢节。所以提倡
春季早起多伸伸懒腰。有条件的人可
以练练八段锦、五禽戏等。

春暖花开之际，散步也是一种非
常好的养生保健方法。一天紧张繁忙
工作之后，到街头巷尾走一走，可以
很快消除疲劳。众多寿星的长寿秘诀
之一就是每日要有一定的时间散步，
尤其重视春季散步。散步要因人而
异，同时也应注意：应找空气新鲜、
环境安静之处，要选择合适的时间，
不宜在饭后立即出行，老年人不宜空
腹散步，散步时衣着要宽松。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踏青春游、
放风筝的风俗，所以这也不失为春季
养生的好方法。外出踏青赏景，望着
蓝天白云间轻轻飘舞的五彩风筝，既
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情操。特别是
春天的郊野，空气清新，花红柳绿，

百鸟争鸣，置身于如此优美的大自然
怀抱，心情自然舒畅起来。

春初之风，夹寒水之母气；春末
之风，则带火热之子气。所以我们在
锻炼游玩的时候要注意早晚温差的变
化，适当地增减衣物，以防外感。古
谚言：“百草回芽，旧病萌发。”可见
立春后是旧疾多发的时节。我们在锻
炼之余也要做个健康体检以保万全。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房颤是脑中风的罪魁祸首

“房颤是临床上常见的心律失常，在各个年龄段都会
发生。”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丰介
绍，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率明显上升， 60岁以上的发病
率为1％，75岁以上人群可达10％，预计在未来40年，患
病率将增加5倍以上。

正常的心脏跳动是有规律的，当心脏电生理出现异
常，心脏跳动没了规律，心房就会出现异常颤动，这被称
之为房颤。房颤时患者多有头重脚轻、眩晕、明显心慌、
气急和无力等症状，生活质量因此而下降。

邵永丰说，房颤的最大危害是导致血栓，房颤患者发

生脑栓塞即人们常说的脑中风的风险比非房颤患者高出6
倍，病死率高达24%，且存活者多遗留肢体残疾。可以说
房颤是脑中风的罪魁祸首。即便血栓没有堵住脑血管，也
可能堵塞全身其他部位血管，例如脾动脉、肾动脉或肠系
膜动脉等，引起局部梗死缺血，严重时同样危及生命。

左心耳是血栓“犯罪窝点”

房颤发生 30 秒左右即可引起脑梗死。房颤使脑卒中
的发生率增加5到8倍，临床上大约有15%—30%的缺血性
脑卒中是由房颤引起。因此，只有尽早治疗房颤，才能更
好地预防和避免脑卒中的发生。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研究
发现，左心耳以其独特的结构，成为房颤患者血栓形成的
主要部位，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左房血栓90%以上存在于左
心耳。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陈明龙教授表
示，“探明左心耳是血栓的‘犯罪窝点’，切掉它可以防止
脑中风。”

血栓栓塞则是房颤的严重并发症，房颤时，心房因无
法有效收缩，导致心脏内部的血液不能有效、完全地排
空，滞留的血液会逐渐凝结成血栓。

陈明龙说，左心耳作为心脏原本就有的一个组织结
构，是胚胎时期原始左心房的残余，左心耳虽然占位并不
大，但因其“蜂窝状”的结构，使它成为一个“犯罪窝
点”。他强调：“左心耳切除，并不影响心脏功能，就相当
于人体中的阑尾，发炎了我就把它切除。切除左心耳后的
影响与其发生脑中风的风险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内外联手治房颤是未来方向

据北京安贞医院教授孟旭介绍，目前，中国对于房颤的
治疗，90%以上是通过内科导管疗法。自 2007年后，外科介
入房颤治疗，但占比不到5%，根据病例统计，通过外科一次
手术治疗房颤的成功率更高。房颤外科治疗对于患有脑梗、
消化道系统疾病以及心房大、病史长的房颤患者更为适宜。

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数据显示，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6 年 3 月底，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共完成胸腔镜孤立性
房颤外科治疗手术（微创迷宫手术）百余例，合并脑梗的房
颤患者手术 85 例，无一例重大手术并发症和死亡，其中阵
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窦性转复率分别为90%和80%，病人
手术后没有再次发生脑中风。房颤的微创迷宫手术不仅时
间短、创伤小，并且患者术后恢复也更快。

陈明龙对此表示，内外科结合是一种精准治疗，在实践
中，“内外科医生对患者进行联合会诊，内科医生可以根据
疗效，为外科手术的切口位置提供意见，制定有针对性的治
疗方案，更利于降低损伤，提高治愈率。”

美国洛杉矶雪松—西奈医疗中心 AliKhoynezhad 教授
认为，长时间研究发现，目前全球对于房颤疾病的认识逐渐
提高，做了房颤射频消融及左心耳切除术的这类病人与其
他没有做此手术的心脏病人相比，10年生存期提高 50%以
上。这个结果也很大地鼓舞了患者主动去接受这个手术。

专家强调，房颤采用内外科结合的治疗方式更具优
势，也是未来房颤治疗的发展方向。

江苏资助贫困患者实施手术

本报电（周洋洋） 江苏省日前启动“集善·远程视界”项目，旨
在帮助省内24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并为每例白内障
患者补助 1000 元。以此促进防盲治盲事业发展，实现白内障患者

“人人享有康复”的目标。
据了解，该项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目前已在重

庆、广西、云南、四川等多个省份开展救助。

默沙东中国研发中心新园区启用

本报电（翁晓萌） 总建筑面积达4.7万平方米的默沙东中国研发
中心新园区近日启用。该园区将针对中国最迫切的医疗需求加强创
新，在糖尿病、肿瘤、心血管、疫苗和抗感染等领域加快引进更多
创新药品和疫苗，为全球患者带来健康福音。

清华长庚医院力推社区慢病管理

本报电（韩冬野） 清华长庚医院近日与菩提医疗合作开展“糖尿
病患者分级诊疗项目”，该项目将借助菩提医疗云平台及智能医生工
作站实现糖尿病分级诊疗，对糖尿病患者在规范化管理中产生的费用
及生命质量进行评估，为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提供有力证据。

据悉，清华长庚医院力推社区慢病管理，已组建起一支含70余
位糖尿病患者的“清华长庚糖友会”。同伴支持教育是慢性病管理中
的重要理念，组建病友团体将有效地推动对糖尿病患者的教育与治
疗。

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统计显示，截
至2014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人口
的比例为15.5%。各种各样的病痛困扰着老年人，良
性前列腺增生症作为中老年男性常见的疾病之一，
其发病率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60 岁时大于
50%，85岁时高达90%。在近日举行的“走遍中国前
列县 （腺），从古田启程——暨中国BPH患者关爱工
程启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亚洲泌尿外科学
会主席、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孙颖
浩教授表示：“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是中老年男性的常
见病。一些老年人往往选择忍耐，认为夜尿多是人
老了的自然现象，想积极去“适应”，而不愿到医院
就医。”

有研究表明，夜尿不仅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造
成失眠，还会造成心率、血压升高等诸多并发症
状。前列腺位于排尿系统的交通要道，腺体增生会
挤压尿道导致一系列的下尿路症状，如尿频、尿
急、尿失禁、夜尿增多、排尿困难等，严重地影响
老年男性的生活质量。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尿外科黄健教授
说，夜尿增多是前列腺增生最早出现的症状。有些
患者偏听偏信，认为是“肾虚”的表现，听信虚假
广告，购买一些补肾壮阳的保健品想改善症状，直
到最后忍无可忍才到医院看诊，从而给治疗带来很
多的困难。因此，老年男性一旦发现排尿不畅，或
者是起夜两次以上，应到正规医院泌尿外科就诊。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浙江大
学第一医院谢立平教授说：“确诊前列腺增生有一套
完整的流程，医生会使用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法和
问诊进行病情判断。到了哪个级别，医生会建议你
选用哪种治疗方式。”

孙颖浩强调，前列腺疾病的治疗不能太晚，也
不能太急，不能太保守，也不能太激进。希望有更

多的泌尿外科医生走
到基层去进行义诊、
手术、做科普讲座，

让更多的患
者受益。

房颤微创手术可治疗脑中风房颤微创手术可治疗脑中风
本报记者 喻京英

根据流行病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有近千万房颤患
者，他们随时都有患脑中风的危险。在“心房纤颤外
科治疗国际论坛”上，记者了解到，江苏省人民医院
外科开展的房颤微创迷宫手术，只需要在患者两侧胸
壁上打3个钥匙大小的“小洞”，不仅解决房颤的问
题，而且能减少90%的脑卒中风险。一次性解决脑中
风和其他脏器动脉血管堵塞两大问题，吸引了众多专
家的关注和探讨。这也是我国房颤外科治疗的新进展
和新方法，它将为更多的房颤患者带来福音。

我国癌痛治疗现状不容乐观
程 多

过半重症精神病患者
未获正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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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尿频繁不要一味地忍
丛 嘉

中医为何特别看重春季养生？
王红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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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持续、慢性的重大精神类疾
病，是精神类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中国目前有超
过 1600万重症精神病患者，其中过半患者未获得正
规治疗。

在近日举行的“精神分裂症全程管理论坛”
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王高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赵靖平等专家表示，目前我国精神分裂症患者规
范诊疗情况存在诸多问题，现状不容乐观。数据显
示，中国过半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开始接受早期、
足量、足疗程的规范治疗；即使开始想治疗，很多
患者不知道该去哪儿，常常跑错科室。我国精神分
裂症患者开始治疗的时间普遍偏晚，从发病到就诊
的平均时间为1.5年；而更为让人担心的是，即使开
始治疗，由于对药物存在排斥心理或担心药物依赖
性，很多患者一旦感觉症状减轻或好转，便自行减
药或停药，导致疾病复发。

有关专家认为，精神分裂症起病多缓慢，逐渐进
展，病程迁延。有些症状在经治疗后可缓解，但也可再
发或多次复发。而首次发病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
精神分裂症从发病到治疗，经历的时间越短，患者康
复的几率就越大。而在治疗过程中最主要的难题是高
复发率，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加和病程的延长，大脑神
经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一旦中断治疗，将大大增加
复发风险。专家强调，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尽早开始接
受规范治疗，将大大提高其治愈率和生活质量。

当前，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威
胁国人健康的主要疾病，10年来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癌痛，作为
肿瘤患者最常见的伴随性疾病，
令患者及家属深受其扰。癌痛现
状调查显示：我国癌痛发生率为
61.6%，其中50%的疼痛级别为中

至重度疼痛，30%为难以忍受的
重度疼痛。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肿瘤防治
宣传周暨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
公益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
生说：“疼痛不仅会影响癌症患者
体质，降低其身体机能和对肿瘤治

疗的耐受力，还会给他们带来巨大
的精神负担。有些患者甚至因为不
堪长期疼痛折磨而丧失求生意志。
如何控制疼痛，已经成为癌症治疗
中的重要一环，甚至是癌症晚期患
者追求生命尊严的唯一要求。”

在中国，癌痛未被治疗或治
疗不足成为普遍现状。中日医院
疼痛科主任樊碧发教授列举了影
响癌痛治疗的典型错误观念：有
人认为，癌痛不是病，无需特别治
疗；还有人过于担心使用镇痛药
会带来不良反应；部分医务人员
持有“重治癌，轻治痛”的观念。他
说，这些都严重影响到我国癌痛
诊疗的总体水平。

由于高达 61%的癌痛患者未
能得到足够的止痛治疗，中国医
院协会副秘书长郭齐祥表示：

“为癌痛患者提供及时、规范、
有效的疼痛管理，不仅要靠完善
的制度，还需要有高水平的医疗
团队，缓解疼痛是患者应有的权
利，也是医务人员应尽的职责。”

近日，河北沧州二医院 （天津肿瘤医院沧州分院） 肿瘤
专家走上街头开展义诊咨询，引导公众关注癌症和癌症患
者，正确认识癌症的预防和治疗。 傅新春摄

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证明了奇异果对人体
健康具有益处。最新研究成果是科学家于近日
在新西兰陶兰加的第一届国际奇异果研讨会上
提出的。

研究发现了有关奇异果在帮助提升消化健
康、维生素 C 与健康、代谢健康三方面的作
用。主要研究结果包括：奇异果能控制/调节血
液中的血糖指数。在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中，新
西兰绿奇异果被发现具有改善消化健康及舒适
度的功能，这种作用是将奇异果酵素 （一种奇
异果酶）、纤维和其他元素进行特殊组合而实现

的。奇异果能增强免疫
力。每日食用奇异果，
对增加血液以及人体其
他部分中的维生素C非
常有效。

此外，该研究还表
明，奇异果有助于调节
血糖水平。每日食用两
颗绿奇异果可大大改善
肠道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