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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莹） 日前，自治区人民医院西夏分
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接诊一名刚出生 2小时的新
生儿，患儿喂养困难、严重呛咳，新生儿科急诊完善相关检
查后高度怀疑食道闭锁。新生儿MDT团队立即开展团队
协作，经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张涛仔细阅片后明确诊断为先
天性食管闭锁，麻醉科、小儿外科及新生儿科讨论后制定
详细手术方案。

在患儿出生后 20小时，麻醉科医生为患儿实施精准
麻醉，小儿外科特聘专家李鹏教授带领团队成功实施“胸
腔镜下食管气管瘘修补+胸腔镜下食管成形术”，该手术要
求术者需凭借毫米级的器械操控精度，在薄如蝉翼的食管
壁与重要血管神经之间“穿针引线”，是新生儿外科手术的
天花板。术中出血量不足 2毫升。术后在 NICU周晶主任
团队精心管理下，患儿顺利康复，术后 1周顺利经口进食，
目前恢复良好，将于近日出院。

小儿外科主任尚凡晶介绍，患有该疾病的患儿不能经
口喂养，必须尽快完成手术治疗，出生后反复呛咳，吸入性
肺炎是术前术中和术后管理的难点。目前最先进的手术
方式是胸腔镜下微创治疗，但新生儿胸腔空间极小，远端
食管发育不良，加之吸入性肺炎的存在，对新生儿管理和
新生儿麻醉有极大的挑战。

该手术是西夏分院新生儿外科MDT团队开展的第一例
新生儿胸腔镜食管成形手术，这项技术突破体现了我院新生
儿外科团队在新生儿急危重救治方面的重大进步。西夏分
院儿童医疗中心通过整合新生儿科、麻醉科、放射科等多学
科资源，构建起覆盖诊断、手术、监护的全链条救治体系，为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患儿开辟生命绿色通道。

挑战新生儿外科手术“天花板”
自治区人民医院西夏分院首例新生儿胸腔镜食管成形术成功完成

不久前的一天凌晨，在黑龙江省老年病医院重症监护
病房（ICU）门外，45岁的李女士攥着父亲的病危通知书陷
入迷茫：“上周他说只是有点儿累，怎么突然就心衰了？”黑
龙江省老年病医院 ICU副主任林岩松说：“其实，每一个住
进 ICU的老年患者，身体都或多或少发出过预警信号。”在
日常生活中，老年人要留意这几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经常喊“累”要当心“乏力或浑身没劲儿可能是心功
能下降、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甚至肿瘤的早期信号。”
林岩松提醒，如果老年人连续两周出现不明原因的疲劳，特
别是伴随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下肢水肿时，需警惕心衰。

起夜次数多要关注肾功能 夜尿增多或尿量减少不一
定是衰老的表现，还可能是肾功能减退的信号。林岩松介
绍，他曾接诊过的一名老年患者每晚起夜 4至 5次，子女以
为是前列腺问题，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患者的肌酐值已达
尿毒症期。

腹痛不一定是胃病 常有糖尿病患者将酮症酸中毒引
起的腹痛误以为是胃病，延误诊治，导致多器官衰竭。当
腹痛伴随意识模糊、呼吸加快时，必须立即就医。

头晕可能是身体在报警 如果老年人出现突发性眩晕
伴单侧肢体麻木，子女需及时带其就医检查，及时干预，以
免发生脑梗死等严重后果。

老年人发热别大意 老年患者因免疫功能衰退，可能
不会表现出典型的炎症反应，有些肺炎患者的体温仅为
37.8摄氏度，但呼吸频率已达32次/分（正常为12次/分至20次/
分），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偿状态。 （据《辽宁老年报》）

春天，万物复苏，踏青赏花
的好时光即将来到。然而，对于
花粉过敏的人群而言，这个季节
却充满了挑战。花粉过敏者应
尽量避免接触过敏原，如花粉、
尘螨、动物毛发等。陆军军医大
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
院）急诊医学科主任李阳提醒，

花粉不仅存在于户外，它们还可
能搭着衣物、头发或是宠物的便
车，悄无声息地侵入我们的室内
空间。因此，回家后及时更换衣
物、洗澡、清洁鼻腔，是减少室内
花粉浓度的有效手段。

除了外出时戴口罩和眼镜，
花粉过敏者还可尝试些其他的
防护措施。如在鼻腔内涂抹一
层凡士林，它就像一道隐形的屏
障，能阻挡部分花粉的入侵。此
外，适量饮用蜂蜜水，也能帮助
缓解过敏症状。蜂蜜中蕴含的
微量花粉，长期食用可逐渐提高
身体对花粉的耐受性。

在日常饮食中，多摄入富含
维生素 C和抗氧化物质的食物，
如柑橘类水果、草莓、菠菜等，可
以增强免疫力，减轻过敏症状。
同时，应避免辛辣、油腻、刺激性
食物，以免加重身体不适。

李阳建议，可以下载花粉预
报的手机软件，实时掌握花粉浓
度的变化；使用空气净化器，有
效过滤室内空气中花粉颗粒；佩
戴智能手环，监测过敏症状变化
等。这些现代科技的小帮手，能
够为花粉过敏者带来更多的舒
适和安心。

（据《辽宁老年报》）

哪些因素易导致血管
长斑块？

斑块由脂质、结缔组织及血
液中其他固体成分组成，黏附在
血管壁上。但它的形成并非一
朝一夕，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高
脂饮食，不仅为斑块提供了“建
材”，还持续刺激血管壁，让各种
脂质和其他物质越积越多，形成
斑块；高血压和高血糖这两个

“无声杀手”也在幕后推波助澜，
使得血管壁受到更多的压力和

损伤，为斑块的形成提供了“肥
沃土壤”；长期吸烟更是一种危
险因素，它不仅可以改变体内脂
质代谢，使得斑块原料增多，还
能影响血压，造成血管壁损伤；
此外，家族中如果有人患心血管
疾病，那么你也可能有更高的斑
块风险。

早期发现血管斑块很
重要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血
管斑块一旦形成就无法逆转。
然而，近年来的科学研究和医学
进步开始颠覆这一旧观念。

有研究团队随访了 1529 名
有斑块的人，6年后，8%的人斑块
完全消失。这是为什么呢？原来
他们有几个共同点：不吸烟、年
轻，且低密度脂蛋白和纤维蛋白
原水平较低。此外，他们还有一
个特点，都是早期亚临床斑块患
者，即还未出现临床症状。

可见，定期进行超声等心血

管健康检查，早期发现血管斑块，
及时干预很重要。通过综合干预
措施，包括调整生活方式、进行药
物治疗以及定期医疗监测，血管
斑块的大小确实可以得到控制。

如何预防血管长斑块？

虽然斑块并非完全无法逆
转，但不长斑块肯定是更好的，
有什么预防措施吗？

合理膳食，包括增加新鲜蔬
菜、全谷物、粗杂粮等纤维摄入，
减少饱和脂肪，减少烹饪、调味品
用盐（包括食盐、酱油及酱制品），
控制胆固醇、碳水化合物摄入、避
免摄入反式脂肪等措施；保持运
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
车等。习惯于久坐不动的人进行
身体活动时应从低强度、短时间
开始，循序渐进；戒烟、限酒、控制
体重、保持良好睡眠。

此外，对于糖尿病和高血
压患者来说，还需要控制好血压、
血糖。 （据《燕赵都市报》）

口臭。从临床来看，脾胃湿热及寒湿困脾均可引
起口臭。日常如果饮食不节，如过食辛辣、油腻、刺激
性食物，容易导致脾胃积热，与体内湿气相互交结，形
成脾胃湿热。脾胃湿热熏蒸，浊气上逆，就会引起口气
臭秽。这类人群还常伴有口干口苦、牙龈肿痛、胃脘灼
热、大便干结或黏滞不爽等症状。另外，过食生冷或外
感寒湿之邪，损伤脾阳，则会导致寒湿困脾。脾失健
运，水湿内停，浊气不能正常下降，反过来上泛于口，也
会出现口气异味，多为酸腐味，可伴有食欲不振、腹胀、
口淡不渴、肢体困重等表现。

腋下臭。肝胆湿热、脾虚湿盛均可引起腋下臭。
肝主疏泄，调节气机和情志。如果情志不畅，肝郁化
火，或外感湿热之邪侵犯肝胆，可导致肝胆湿热。腋下
是足少阳胆经的循行部位，肝胆湿热循经上蒸，就会使
腋下汗液分泌增多，并且气味异常。这类人群常伴有
胁肋胀痛、口苦咽干、头晕目眩等症状。脾胃虚弱者，
运化水湿功能失常，会导致水湿内生，泛溢肌肤。当湿
邪积聚在腋下时，影响局部的气血运行和汗液排泄，从
而产生异味。这类人群常伴有神疲乏力、食欲不振、腹
胀便溏等脾虚症状。

脚臭。湿热下注、脾虚湿蕴可引起脚臭。外界湿邪
侵入人体，蕴而化热，湿热之邪下注于足部。足部皮肤长
时间处于潮湿温热的环境中，为真菌等微生物的滋生提
供了条件，从而引发脚气，出现足部瘙痒、水疱、糜烂、脱
屑，同时伴有难闻的气味。另外，当脾胃虚弱，水湿运化
无力，下注于足部，就会导致足部多汗、潮湿，湿气积聚，
容易产生异味。这类患者除了脚臭外，还可能有足部皮
肤发白、肿胀，以及全身乏力、食欲不振等表现。

中医认为，湿气重着黏滞，会阻碍气机运行、损伤
脾胃功能、影响气血生成，对身体十分不利。因此，医
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身体异味严重或伴有其他不适
症状，应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据《生命时报》）

新华社北京电 春季气温回暖，诺如病毒感染进入高
发期。专家提示，预防诺如病毒感染需从手卫生、饮食安
全、环境消毒等多环节入手，感染后切勿滥用抗生素，科学
应对是关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常昭瑞指出，诺如病毒
感染后，患者以呕吐、腹泻为典型症状，常伴随恶心、腹痛、
发热等。病毒传播途径广泛：食用被污染的食物、接触患
者排泄物、吸入含病毒的气溶胶等均可“中招”。其高变异
性和短暂免疫期，导致人群易反复感染。

预防诺如病毒感染怎么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研究员张代涛说，个人与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
良好的手卫生，注意饮食卫生，做好居家环境清洁消毒，定
期开窗通风。此外，要保持健康生活方式，规律作息、合理
膳食、适量运动，以增强身体对病毒的抵抗力。

专家强调，诺如病毒感染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 2至 3
天后可自行康复。特殊岗位从业人员如厨师、育婴员及外
卖快递员等，感染诺如病毒后不要带病上岗。

诺如病毒流行
专家支招科学防治

留意身体发出的这些预警信号

睡前服用他汀类降脂药，可以在夜间身体合成胆固醇
能力最强的时候，达到药物浓度高峰。但所有他汀类的降
脂药都必须睡前服用吗？答案是：不一定。

胆固醇主要在肝脏合成，其中参与过程的一种叫羟甲
基戊二酰辅酶 A（HMG-CoA）还原酶的物质，具有昼夜节
律，活性在中午最低，夜间最高。因此，胆固醇的合成便也
就有了节律性：夜间合成能力最强。

他汀类药物主要是通过抑制HMG-CoA来阻碍肝内胆
固醇的合成，从而发挥降脂作用。由于大多数的他汀类药
物半衰期较短，为了获得好的用药效果，通常建议患者在
睡前服用。这样，可以在夜间合成胆固醇能力最强的时
候，达到药物浓度高峰。

但是，也有两个特别的“他汀”，那就是阿托伐他汀以
及瑞舒伐他汀。

上述这两种药物活性更强、作用更持久。有研究发
现，对于这两者，不同时间服药的药效并无明显差异。所
以，这两种药物，其实是可以任意固定时间服用，且不受进
食影响，应由医生根据患者情况制定用药方式。

（据《北京青年报》）

他汀类降脂药都必须睡前吃？

春季养肝=给身体“重启”
中医养生理论中认为“春

季养肝”。肝脏在春季如何通
过科学调理实现“重启”？江苏
省中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徐
祥涛，结合中医传统理论与现
代医学研究，为不同人群提供
春季养肝指南。

徐祥涛指出，“春季是肝气
最活跃的时期，也是调理肝脏功
能的黄金窗口期。”中医认为，肝
脏与春天同属五行中的木，肝脏
的主要功能是疏泄，即疏通气
血，促进气血调畅，这与春天万
物生长发芽的季节特性相呼应。

中医理论还指出，五味中的
酸味也属木，适当食用酸味食品
可以滋阴养血，有助于滋补肝
脏。在五色中，青色同样属木，

食用绿色蔬菜和种植绿植都有
助于养肝。春天正是踏青游玩
的好时节，不仅有利于情绪舒
畅，也符合中医的天人相应理
论，对养肝大有裨益。

无论健康人群还是肝病患
者，徐祥涛强调保持良好的情
绪是养肝的首要任务。“我们常
说‘动了肝火’，中医认为肝是

‘将军之官’，主怒，愤怒的情
绪使得‘将军’过于‘激动’，不

利于健康，出现肝火的表现。”
他解释道。

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中女
性居多，他建议可以通过音乐疗
愈、散步社交等方式缓解焦虑。
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更需警惕
情绪波动，激动情绪可能引发消
化道出血等严重并发症。

徐祥涛表示，健康人和肝病
患者都应保持饮食清淡、营养均
衡，避免过量摄入。特别是肝病
患者，应避免饮酒，适量摄入牛
奶、瘦肉、瓜果蔬菜等。他还特
别提及，有研究表明饮用咖啡或
茶有助于降低患脂肪肝、肝硬化
和肝癌的风险。

他建议脂肪肝患者日常
饮食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
脂肪的比例应为 6:3:1。如果
需要减重，应减少精细粮食，

如大米白面的摄入，用粗纤维
来替代。慢性肝病患者的整
体肝功能处于代偿期，建议这
部分人群的饮食要清淡，可以
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同时
要避免饮酒。

对于患者是否能食用“发
物”，“关于‘发物’，中医典籍中
有所提及，但至今没明确定义，
也没具体列出哪些食物属于‘发
物’。古代提到的‘发物’多指容
易引起外感性疾病或过敏性疾

病的食物。”徐祥涛表示，肝病
虽然是一种慢性病，会反复发
作，但它的本质与其他慢性病不
同，因此并不特别强调“发物”的
概念。

对于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应避免食用刺激性食物，避免

“硬、烫、冷、辣”，以防刺激胃部，
增加出血风险，还应严格低脂低
盐饮食。但“低脂”不代表“无
脂”，保持必需脂肪摄入以促进
维生素吸收。

生活起居方面，徐祥涛建议早睡早起，避免擅自服用
营养品和补药，包括自行采摘的草药和药酒。如有需要，
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中老年患者可练习八段锦。经常练
习八段锦对五脏六腑都有益。

此外，通过敲打肝胆经上的穴位、泡脚和按摩足底的
涌泉穴等方法，有助于肝经气血通畅。

慢性肝病患者应进行适量运动，避免过度劳累。肝硬
化患者应减少剧烈和重体力活动。“肝硬化患者的并发症
如出血、感染、肝肾综合征和肝性脑病，常与感染有关，感
染可能诱发或加重这些并发症。中医有云‘风为百病之长’，
说的是感染的危害。常见的感染部位包括呼吸道和消化
道，因此要避免受凉，保持饮食清洁卫生，避免食用隔夜或
隔顿的饭菜，以及未彻底清洗的瓜果蔬菜。”

徐祥涛表示，肝病患者应避免熬夜。无论是病毒性肝炎
（如乙肝、丙肝）、肝硬化还是自身免疫性肝病的患者，过度劳累
都是不可取的。子丑时辰（23时至3时）是肝胆经运行关键期，
建议此时段保持深度睡眠。正处于疾病发作期的患者尽量卧
床休息，并且采取右侧卧位。中医也有句话叫“卧则血归于
肝”，现代医学也证明，当人平躺特别是右侧卧位时，肝脏的血
液供应比站立时能增加大约40%，这有利于促进肝脏炎症损伤
的修复。中西医在这个观点上是相通的。（据《扬子晚报》）

春季是调肝黄金期
情绪舒畅是首要任务

科学养肝怎么吃？中医智慧给出答案

慢性肝病适量动
肝硬化需“静”养

湿气太重身体发臭

口臭、腋下臭、脚臭等不仅影响社
交，还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状况。中医素
有“久湿人臭”的说法，认为这些异味往
往与体内湿气密切相关。

血管里的斑块 能缩小吗

日常生活中，有一个
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常常隐
藏在我们身边，它就是血
管内部的斑块。但是，这
些斑块从哪里来？如果已
经 长 出 了 斑 块 ，能 消 除
吗？又该如何应对？

鼻腔涂点凡士林防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