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期预告

冬季如何预防哮喘加重？

疼痛病不可硬扛

一周病情报告

北风呼啸，转眼又到寒冬。气温骤降后，

呼吸系统疾病也随之增加。

冬季如何预防哮喘加重？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急性加重应该如何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急性发作应该如何调理？上呼吸道感染久治

不愈应该怎么办？下周二（12月11日）上午9:

30～10:30，本报健康热线（0551-2623752）将邀

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陈晓松与读者交流。

陈晓松，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

气管哮喘，呼吸衰竭及支气管肺癌的诊治。

夏鹏程 记者 李皖婷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疼

痛性疾病的发病率迅速上升。这些疼痛

与日常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例如长

期伏案工作带来的颈椎腰椎痛，精神压

力大引发的头痛等。据合肥市第一人民

医院疼痛科主任张海燕介绍，疼痛现已

被现代医学列为继呼吸、脉搏、血压、体

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有些慢性疼

痛本身还是一种疾病。

专家强调，一些慢性顽固性疼痛包

括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反射性交感神经萎缩症、癌症痛等；还

有一些偏头疼、腰背痛、关节痛等，如果

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也会由局部长期

的普通疼痛，变成复杂的局部疼痛综合

症或中枢性疼痛，反应非常剧烈，成为

难治的疼痛病。在医院，通过医生的检

查，明确诊断病因，可以采用综合治疗

方式，即应用多种模式、多方位的进行

治疗。

专家建议，工作时应注意劳逸结合，

工作强度不宜过大，要多注意休息。特

别是长期坐着工作的白领、司机等职业

人，久坐后要经常起身，活动下肩颈部、

腰部，且不宜过度劳累。

苏洁 记者 李皖婷

本期指导专家：彭晓云

彭晓云，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

心肌病、心包病、心脏瓣膜病等诊断方面有着较丰富的

临床经验。

戴睿记者李皖婷/文倪路/图

中国自主研发的歼-15航母舰载机研制现

场总指挥罗阳，在成功归来的航母辽宁舰上突

发心肌梗塞而殉职，年仅51岁。在为这位航空

英模的英年早逝报以无限惋惜之时，人们更加

意识到，心血管疾病已经严重威胁到越来越多

中青年人的生命健康。

秋去冬来，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转入高

发期。如何做好心脏健康的评估？怎样做好秋

冬时节血压控制，如何尽力规避诱发心肌梗塞、

冠心病等疾病发病的因素？12月4日上午9:

30～10:30，本报健康热线（0551-2623752）邀请

安医大二附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彭晓云与

读者交流。以下内容根据电话录音整理，未经

彭晓云本人审阅。

手臂酸痛可能是冠心病症状

读者：心脏病症状有哪些？

彭晓云：心脏病较为常见，多发于中老年

人，中青年人的发病有上升的趋势。了解心脏

病最直观的办法就是观察，重视胸闷与心慌，

出现如下症状尤其需要重视：

1、如果脸色灰白而发紫、表情淡漠，这往

往是心脏病晚期的重症面容。

2、轻微活动时，或者安静状态时，即出现

气喘、呼吸短促现象，但同时并不伴有严重咳

嗽，咳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左心功能不全或

者是心力衰竭的表现。

3、头颈如果由锁骨上延伸到耳垂方向凸

起一条青筋，如小指粗，很可能是右心功能不

全表现。

4、若皮肤黏膜和肢端呈青紫色，往往说

明心脏或肺严重缺氧。

5、肩膀明明很好，左肩、左手臂内侧却有阵

阵酸痛，这亦有可能是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

口味重的人容易患上高血压

读者：高血压病有哪些症状？哪些人易患

高血压？

彭晓云：高血压可以是毫无症状或不为病人

注意的症状，故称“无声杀手”。常见的症状有头

痛、头晕；项硬，易疲劳，易烦躁，注意力不集中。

说到高血压症状，其实绝大部分患者没有

任何表现，只有极少一部分患者有头晕、头痛

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我国高血压的知

晓率在30%~40%，治疗率在20%左右，控制

率在10%左右的原因。对多数患者而言，高

血压是无声无息的疾病，很多患者患病多年仍

未察觉。大家都很清楚，高血压诊断很简单、

治疗也很容易，但就是因为有可能是不痛不

痒，因此不为人所知晓和重视，往往很多是到

了严重的情况才引起重视。

若家族史中有患高血压、中风、糖尿病及

冠心病，患高血压机会就较高；肥胖、超重的

人，高血压患病率较体重正常者要高 2至 3

倍；口味重的人和摄入过多的钠盐、过量饮酒、

吸烟、大量脂肪摄入、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均

可使血压升高。

冬季心血管病人调养是关键

读者：冬季心血管疾病具体防范措施有哪些？

彭晓云：1、及时增减衣物；秋冬季节，气温

降低，室内外温差过大，衣服增减不及时，会反

射性地引起血管收缩，诱发心绞痛、高血压的

发生。

2、适量运动：劳累过度是诱发心血管疾病

最常见的因素。适当的运动可使正常人及心

血管患者的内皮功能改善，这对防治心血管病

起有益作用。

3、饮食适当；饱餐暴饮暴食，尤其是餐后

立即从事劳动或快步行走更易引发心绞痛。

注意饮食不过饱，饭后适当休息。

4、慢慢戒烟：吸烟是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

素之一。吸烟开始的年龄越早、数量越多、吸烟

时间越长，冠心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就越高。

5、及时治疗尿道疾病：排尿困难伴有前

列腺肥大的冠心病患者，因尿急而排尿不畅

或用力排尿和精神紧张时，反射性引起冠状

动脉功能不全而发生心绞痛。应及时治疗尿

道疾患，小便时不要过于用力，也不要过于紧

张。

6、保持大便通畅：排便时用力过度，腹压

升高，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可诱发心绞

痛，甚至引起心肌梗死或猝死。平素多吃富含

纤维素的食品，适量饮水，保持大便通畅。

7、睡觉抬高床头：由于夜间迷走神经兴

奋，心率减慢，心肌供血不足或因静脉回心血

量增加，导致心肌耗氧量增加而发病。此类冠

心病人可将床头抬高25厘米，以减少发作。

8、控制血脂异常；降脂治疗不仅对血脂升

高的冠心病人有益，且对血脂水平正常的冠心

病人也有益。

9、心态平和：许多心血管病患者，由于情

绪激动，兴奋或者发怒均可使心绞痛发作、血

压升高，甚至过于悲痛发生心肌梗塞而死

亡。 保持情绪稳定，可减少或避免发作。

10、规律服用药物治疗，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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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心血管病人调养是关键

女性长期摄入过量激素或致乳腺疾病

冬季，有车族当心车内一氧化碳中毒

近日，45天“速成鸡”事件持续发酵，

引发全社会对于激素与健康关系的广泛

关注。如果说大脑是身体的主宰者，那么

激素就是钦差，起着一边执行大脑的命

令，一边和各种外来刺激“谈判”维持人体

平衡的重要作用。但除了身体器官自然

分泌的激素外，现代社会中大量化学物质

的使用让人们不得不摄入多种多样的“环

境激素”。尤其是女性朋友们，长期使用

的一些化妆品和保健美容产品多含有不

利于健康的过量激素。

对此，安徽省抗癌协会理事长、安徽

济民肿瘤医院院长刘爱国教授指出，由

于乳腺疾病70%以上都是内分泌失调、

雌激素水平过高所致，因此维护体内雌

激素正常是预防乳腺疾病的重点。女性

朋友应避免长期使用含有雌激素的化妆

品、护肤品、保健品、药品等，体内雌激素

长期偏高便会诱发各种乳腺疾病。

李唐玉 记者 李皖婷

近日，合肥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注

意预防流感，并谨防室内和车内的一氧

化碳中毒。

记者走访发现，合肥仍有部分市民

在寒冷的冬季使用煤球炉做饭取暖或使

用非强排式燃气热水器沐浴，冬季门窗

紧闭，通风不良，极易因为煤球或燃气燃

烧不充分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气

温骤升骤降时因气压变化导致中毒。应

经常开窗通风，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此外，近年来媒体多次报道了车辆在

不熄火静止密闭状态下特别在车库内车

上人员发生窒息的事件。疾控中心提醒

有车一族，最好不要在不熄火静止密闭的

车厢内停留太久。“不能贪图舒适的温度，

在不熄火静止密闭的状态下长时间留置

车内，以致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如果需要

在车内较长时间停留时，车窗也必须保留

一定缝隙，便于车外新鲜空气进入。”

这一季节，除注意上述疾病预防外，

合肥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仍应注意预防

肺结核、戊型肝炎及流行性腮腺炎等传

染病发生，一些体质较弱且有哮喘、老慢

支、冠心病等慢性疾病患者亦应注意防

寒保暖，预防疾病复发。

吴金菊 李多富 记者 李皖婷

王女士怀孕已七个月，提到宝宝是

一脸的幸福，为了冬天取暖，她把热水袋

放在肚子上。几天后感觉不到胎动了，

随后就出现肚子疼的情况，到医院检查，

诊断为胎死腹中。

热传导导致子宫收缩，
腹中胎儿易畸形、流产

“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胎

儿的发育，比如食品污染、药物影响、电

磁辐射等，但热传导因素就很少有人知

道了。”省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

医师徐福霞说。

她还表示，热水袋影响胎儿就是热

传导的因素，子宫过热就会出现收缩等

情况，过高的温度对胎儿很不好，易造成

畸形、流产的症状。

在使用其他取暖器时也不要太靠近

取暖器，尤其不要让取暖器的出风口直

接贴着身体某个部位加热，孕妇尤应注

意这一点，避免使用取暖器长时间直接

对着肚子吹。

电热毯取暖？
患肺结核、心脏病的人应少用或不用

孕妇对电热毯的使用是有所限制

的。电热毯中电流虽很弱，但对胎儿也是

一个影响因素。在电热毯散发的持续高

温下，很不利于胎儿的发育，而且孕妇在

怀孕期间新陈代谢本来就比较快，常感觉

到身体很热，再使用电热毯更容易使身体

出汗。“所以对于使用电热毯，孕妇可以在

睡前半个小时打开一下，在暖好被褥后睡

前需关闭开关，拔掉电源。”徐福霞建议。

有些患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的病人，

使用电热毯还会使病情加重，引起咯血

甚至更为严重的后果。另外，对心脏有

病或敏感体质的人来说，由于电热毯对

这类病诱病率较高，也应尽量少用或不

用电热毯。 记者 李皖婷

热水袋焐肚子或致孕妇流产
专家称孕期应避免直接拿取暖设备暖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