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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宜吃“苦”
但并非越苦越好

牙科、眼科、整形美容科……科科爆满

暑期医疗市场火火火 专家为你划重点

皮肤小手术预约排至
20 天后，医生加班为门诊患
者加号，热门科室在中午 12
点至下午2点半间开设午间
门诊……记者探访了解到，
进入暑假后，各大医院迎来
暑期就诊小高峰。由于暑
假时间充裕，利于治疗后康
复，口腔科、眼科、美容整形
科 等 成 为 热 门 就
医科室。

随着高考、中考结束，中小学校
放假，多家大医院眼科迎来了少年儿
童就诊高峰。“门诊量起码比放假前增
加了 50%以上，初三、高三学生考试结
束后来配眼镜、摘眼镜的特别多。昨
天我就做了 12 台近视治疗激光手
术。”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刘虎告诉记者，来就诊的孩子
中，除了少数是斜视、弱视、青光眼等
疾病外，绝大多数孩子是来看近视的。

近两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
数学校选择上网课进行教学，其间，儿
童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增多、户外活动
减少，用眼负担明显加重。刘虎表示，

网课教学和电子产品使用，对学生的用
眼环境和用眼习惯造成较大影响。

专家表示，近视防控需要政府、社
会、学校、家庭齐抓共管。学校要严格贯
彻“双减”政策，统筹手机、作业、睡眠、读
物、体质等“五项管理”。教师要把学生近
视预防作为一项重要职责，管教并举，融
入课堂，当好孩子们眼睛健康的“守护
者”。家长平时要尽可能放下手机和平板
电脑，花更多时间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用眼
习惯，筑牢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只有全
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工作，形成合力，最终才能遏制住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的势头。

暑假已至，记者走访多家医院发
现，口腔科已经迎来了就诊高峰——
小到乳牙期的龋齿问题，大到青春期
少年的“虎牙”“龅牙”“地包天”等歪
牙牙齿正畸，“牙套一族”们甚至调侃，
暑期里打卡最多的就是口腔科。

“孩子正在换牙，但是有了龋齿，经
常会牙疼，这个暑假必须赶紧治好。”

“小时候牙齿还挺好，长着长着好几颗
牙齿就歪了，想趁着假期来治疗。”“孩
子今年 10岁，乳牙还没有完全换完，但
已经有了明显的龅牙问题，今天先带她
来咨询一下，什么时候矫正合适。”……

记者近日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遇
到了众多前来就诊的家长和孩子。

该院口腔科主任龚爱秀告诉记
者，蛀牙、牙齿畸形、口腔黏膜病等口
腔问题一直是儿童常见且多发的疾
病，此外每天都有不少孩子来做牙齿
正畸，口腔科因此每天爆满。龚爱秀
说，如今正畸门诊一个月就诊人次可
达 500至 600人。牙齿作为人体消化
系统的第一道关口，健康安全尤其重
要。龚爱秀提醒，一是要注意口腔卫
生，少吃甜食、勤刷牙；二是纠正口腔
不良习惯；三是尽早发现并预防。

“医生，我想要偶像同款双眼皮。”
“医生，我想隆个网红鼻。”……暑期到
来，“美丽经济”悄然升温。拼完学业拼
颜值，趁假期进行不同项目的整形手
术，是很多学生的选择。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医美市场
规模约 2274 亿元，而从消费群体年龄
结构上看，主体趋于年轻化。“能非常明
显地感受到，整形群体的年龄层一直在
不断前移，而且他们都是父母陪同前
往，家长们通常也非常支持。”南京市妇
幼保健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高艳丽告
诉记者，与往年一样，暑假是扎堆变美
的高峰期，学生群体几乎占到科室暑假
接诊量的一半以上。

“这些五官整形项目，我们一般建议
成年发育完全以后再做，并且应该得到
家长的支持。”高艳丽提醒，未成年人正
处于青春期阶段，在部分网络媒体的影
响下，有些人会因为过分关注五官的不
完美之处，而陷入容貌焦虑。随着整形
手术接受度的提高，经济条件允许的家
庭也更加支持孩子通过手术变美。“但对
于青少年而言，首先是形成一个正确的
认知，树立健康的审美观念，对自身容貌
要有自信；对于成年学生人群，要认识到
自己容貌的特点，整形手术是在原有的
基础上改善五官形态，而不是追求成为
另一个人的复制品。”

高艳丽提醒，整形美容应该去正规
医疗机构就诊，医生会根据来访者的五
官、皮肤等情况提供合理恰当的建议：
需不需要做手术或治疗，该做哪项手术
或治疗；同时也会评估是否合适在当下
做相关手术治疗。（据《新华日报》）

近视防控形势严峻 配眼镜、摘眼镜迎来高峰

牙齿正畸逐年增多“牙套一族”打卡口腔科

“美丽经济”持续升温
专家提醒不可盲目整形

本报讯 日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顺利完成宁夏首例心内
膜心肌活检术，成功填补了宁夏心内膜心肌活检空白，提高了该
院在心力衰竭、心肌病等疾病的精准诊治能力，标志着宁夏医科
大学总医院在复杂心脏病的心肌病理学诊断方面取得新突破。

32岁女性患者因“间断气短半年，加重一周”就诊于宁夏
医科大学总医院。经心血管内科杨生平主任团队讨论病情
后，决定为患者进行心内膜心肌活检术，术中使用活检钳经股
静脉穿刺送入右心室，在右心室间隔部取 5处心肌送病检。在
病理科的支持和配合下，对患者病理和基因进行诊断，为后续
治疗指明了方向。同时结合临床、磁共振成像检查等确诊患
者为心脏扩大、先天性心肌致密化不全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调整治疗后，患者病情好转，目前已顺利出院。

据了解，心内膜心肌活检术是将心肌活检钳插入心室，采
取心内膜心肌组织做病理检查的一种新的介入性诊断技术，
可协助各种心肌炎、心肌病和复杂心脏病的病因和基因诊
断。心肌活检能提供活体心脏组织进行光镜、电镜、组织化
学、免疫学和病毒学等研究，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鉴别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纳紫璇）

本报讯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功能科介入超声团队自主
完成区内首例三腔多交通口复杂型假性动脉瘤介入超声下栓
塞治疗。该手术的成功完成标志着该院在血管疾病微创治疗
方面又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患者王某因右侧大腿根部有肿块且伴有疼痛前来
医院就诊，功能科经超声检查确诊王某所患的是右侧股动脉三
层包裹假性动脉瘤。“这种多层包裹的多腔复杂假性动脉瘤并
不多见，其形成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破口动脉压力足够高，如
决堤洪水；二是动脉周围组织过于疏松，不易形成有效包裹。
此假性动脉瘤类型复杂，需要根据瘤颈形态采取不同凝血酶注
药方法。而多腔室致深层假性动脉瘤栓塞压迫困难，进行介入
封堵术后，采取的双抗凝治疗也会影响超声引导下注射凝血酶
栓塞治疗效果。因此，提高治愈率、减少复发是治疗关键，术后
要密切监测下游动脉是否通畅。”科室相关负责人说。

该院功能科团队采用高频线阵探头，超声引导徒手平面
内穿刺法，首选用瘘管型注药方法将适量凝血酶注入浅层瘤
腔内，手术成功后，再采用相同的方法栓塞深层假性动脉瘤瘤
腔瘘管型交通口。最后，采用裂隙型注药方法栓塞瘤腔裂隙
型交通口。经术后复查，交通口全部封闭，超声扫查远端动脉
血流信号良好，频谱呈典型动脉频谱，无动脉栓塞，手术取得
圆满成功，且无并发症。 （纳紫璇）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成功完成我区首例心肌活检术

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疾病
微创治疗取得新突破

今年的“三伏贴”第一贴
将于初伏 7月 16日开贴。虽
距离入伏还有一段时间，但
在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
院治未病中心，记者看到已
有不少患者在“三伏贴”预
约簿上排起了长队。在网
上，“三伏贴”销售同样火爆，
打开购物软件搜索关键词，
出售“三伏贴”的店铺最高的
月销超过 7000件。张常喜提
醒广大患者，“三伏贴”不是
人人皆宜的“万能贴”，切勿
自行购买，擅自贴敷。

“很多人把‘三伏贴’和
普通膏药混为一谈，实际上

‘三伏贴’内使用的是药品，
药材类别和质量的选择都有

‘讲究’，需专业人员完成。”
张常喜表示，由于“三伏贴”
要贴在准确的穴位上才有疗
效，而一般人对穴位没有确
切了解，因此，建议大家去医
院进行贴敷，以确保精确地
寻找到穴位。

张常喜提醒大家，“三伏
贴”适用于气虚阳虚体质，但
不适用于阴虚阳亢体质，不
同体质的人应根据医嘱合理

进行治疗。“由于冬病夏治有
其特定适用人群，而且在治
疗过程中患者会有一些特殊
感觉和症状表现，应根据不
同体质、不同疾病种类慎重
选择治疗方法。否则不但不
能治疗疾病，反而会由于过
用助阳之品，耗伤阴液引发
其他疾病。一般性疾病的患
者如果盲目搭冬病夏治的顺
风车，有时不仅达不到治疗
效果，敷贴药物还可能损伤
皮肤，甚至引发皮肤溃烂、
痔疮、湿疹等热性病。患者
如果用温性药物敷贴，反而
会‘火上浇油’，使病情加
重。”他说。

贴敷期间，张常喜建议
大家不要下水游泳，尽量减少
活动和汗液流出，谨防受凉和
感冒，还要避免剧烈运动，防
止因药物脱落而影响疗效。
在取下敷贴后，不宜搓、抓、
挠贴敷部位，以免损伤皮肤而
致感染。同时“三伏贴”敷贴
后一般会有一定程度的温热
感，甚至会有皮肤刺激反应，
提醒皮肤敏感患者一定
要慎用，不能盲目跟风。

炎炎烈日，酷暑难捱，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期——三伏即
将到来。三伏是一年四季中气候最为炙热、大自然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
也是阳虚和气虚体质、人体功能和抵抗力较弱之人冬病夏治最好的时机。

“三伏贴”作为冬病夏治中最常见的治疗手段，近年来受到不少人欢
迎。一入伏，是否贴“三伏贴”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三伏贴”是什
么？是不是人人可贴？日前，记者采访了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肺病
科主任张常喜。

炎炎
夏日你的你的““三伏贴三伏贴””贴对了吗贴对了吗？？

纳紫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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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天气稍微一冷我就不
停咳嗽，这种情况贴了‘三伏贴’就
会改善一些吗？”“我最近有些上
火，这种情况还能贴‘三伏贴’吗？”
近日，在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
院一年一度的“三伏贴”启动活动
现场，前来向义诊医生咨询相关事
项的市民络绎不绝。患者陈先生
告诉记者，前两年自己身边有朋友
入伏时贴了“三伏贴”，治疗效果很
好，今年夏天他也想试一试。

“三伏贴”是以中医养生理
论为基础，三伏天用特制的中药，
在特定的穴位贴敷，达到预防、保
健、养生目的的一种疗法。“中医讲
冬病夏治，更深的含义应该是在
大自然阳气最旺之时，利用大自
然的阳气，来补人体亏损的阳气，
是一种借势、顺势而为的哲学智
慧，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张常喜介绍，根据《黄帝内经》中
“春夏养阳”的原则，“三伏贴”利用
夏季气温高、机体阳气充沛、体表
经络中气血旺盛的有利时机，在
三伏天顺应大自然阳气变化，采
用药性温和的中药制成贴剂，敷
贴穴位，以激发全身的阳气，振奋
人体的脏腑功能，畅通经络，促进
气血运行，驱散体内寒邪，达到治
愈慢性或虚寒性、功能低下性疾
病的目的，对慢性气管炎等呼吸
系统疾病、慢性胃炎等胃肠道疾
病、盆腔炎等妇科疾病、过敏性鼻
炎等儿科疾病均有良好效果。

三伏天气炎热，人体气血
通畅，皮肤松弛，此时进行贴敷
治疗最能刺激穴位，更能使药物
循经导入到达脏腑，是治疗、调
整脏腑机能的最佳时机，能更好
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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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将至，热夏已盛。在夏季，不
少人喜欢凉拌毛豆、烧烤、啤酒……享
用生冷、辛辣的食物甚是畅快。然而，
过于刺激的饮食使得急性胃肠炎、急性
胰腺炎等疾病成为三伏天的高发疾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消化内科
陈广成主治医师向记者介绍，最近 1个
月来，消化科这两类病人数目较往年同
期有明显增加。所以，专家提醒大众：
虽然天气炎热，但不可贪一时之“快”而
忽略了肠胃的健康。

虽然在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小暑
过后才正式入伏，但炎炎热浪早已袭
来。冰淇淋、西瓜、小龙虾、冰啤酒……
这些食物成为盛夏餐桌上的“常客”。
陈广成指出，“桑拿天”贪凉而食、贪辣
而食，不仅会加大急性肠胃炎等感染性
疾病发作的风险，还会令原本患有慢性
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不良等消化道
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如果平常生活不
规律、身体健康状态不好，甚至有诱发
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

不小心吃错东西，肠胃难受怎么
办？陈广成指出，一般轻微的胃肠不适、
餐后饱胀，可以服用一些中成药，伴轻度
腹泻可使用黄连素及补充适当益生菌，
若出现急性胃肠炎甚至是急性胰腺炎的
表现，应及时就医，切勿耽误病情。

民间有“小暑过，一日热三分”的说
法，进入小暑之后，胃肠道也容易困倦，
食欲下降，既想消暑，又要保护肠胃健
康，该如何做呢？陈广成指出，保护肠
胃首先注意饮食，冷冻食物、冷饮切勿
过量。恰当的做法是常温食用或饮
用。宵夜时切忌暴饮暴食或过量饮酒，
过饱或过饮均是诱发急性胃肠炎和胰
腺炎的重要诱因。

（据《羊城晚报》）

小暑温风至
肠胃健康莫“贪凉”

B

近日气温飙升，很多人出现胃口下降、乏力疲倦、精神不
振等症状，这种情况被称为“苦夏”。历来有“夏吃苦，胜进补”
的说法，苦味食物具有健脾开胃的作用，可以刺激胃肠道蠕
动，增加消化液分泌，从而促进消化功能、提高食欲。

说起夏季苦食，最典型的莫过于苦瓜，此外还有莲子、百
合、莴笋等。苦瓜可增强食欲、助消化、除热邪、解劳乏；莲子
可补脾止泻、养心安神；百合可润肺止咳、养阴清热、清心安
神；莴笋可清热解毒、减肥健身、健胃消积等。

夏季适当吃“苦”，究竟有哪些好处？
可增加食欲、清热排毒。然而，夏季吃“苦”虽然对人体有

益，也要注意适可而止，尤其几类特殊人群，更要谨慎食用。
脾胃虚弱者不宜吃“苦”。对于大便溏泄、容易拉肚子的脾胃
虚寒者及怕冷、易手脚冰凉的人群而言，一味强调吃“苦”可能
会加重症状，导致胃脘冷痛、腹泻等情况。老人、儿童等体质
虚弱者，更不宜过多吃“苦”。

专家特别提醒，夏季炎热，很多食物容易变质发苦，食用
之后，不仅不会对人体有任何帮助，还有可能危害健康。夏日
进食，务必以新鲜为重。 （据《浙江老人报》）

喝了3个月苏打水，血尿酸值更高了。最近，相信多喝苏打水
能预防痛风这一网络偏方的孙先生懊悔不已。医生提醒，预防痛
风，要尽可能多喝水、少喝酒，以及合理膳食、少吃动物内脏等。

几个月前的 1次体检中，孙先生查出血尿酸值偏高，担心
自己会患上痛风。他上网看到一个“偏方”：多喝苏打水能预
防痛风。此后，他每天至少喝 1瓶苏打水，坚持了 3个多月。
直到最近一次复查，他才知道自己的血尿酸值比喝苏打水之
前竟有明显升高，脚关节也开始疼痛。

厦门前埔医院内科主任医师黄炳峰介绍，痛风是由于各
种原因导致嘌呤代谢紊乱致血尿酸明显增高引起的一种疾
病。网上流传的多喝碱性苏打水，通过酸碱中和，就能把血尿
酸值降下来以预防痛风，这是一种误解。仅靠喝苏打水并不
会产生所谓的酸碱中和作用，更不可能让血尿酸值降低。

医生提醒：目前尚无科学证据显示喝苏打水可以预防痛
风，苏打水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尿酸盐在体内的沉积，因此
不建议普通人长期喝苏打水等碱性水。不可盲目相信偏方，
若血尿酸值过高，应及时就医。 （据《厦门日报》）

喝苏打水3个月
血尿酸值更高了

养生有术

市民们在向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义诊医生咨询“三伏贴”相关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