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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指导专家 张文联

合肥市一院康复中心急诊部主任，

从事内科临床20余年，对内科疾病的诊断

与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肺纤维化、消化道

疾病以及中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

并发症等综合治疗及康复指导。

夏季贪凉易诱发关节病
据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门、急诊统

计，入夏以来，因关节受凉诱发疼痛前来

医院就诊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多。据该院

关节外科主任黄璋介绍，除正常的生理

机能退化外，寒冷和潮湿等气候因素，是

诱发关节炎的重要原因。

黄璋提醒，夏季也应该注意保暖，

天凉或者开空调时要盖上薄毯。另外，

在日常生活中，要合理饮食、增强营养，

有助于关节炎的康复。特别需要注意

的是，适当的功能性体育锻炼能够增强

韧带的力量和膝关节的稳定性，防止腿

部肌肉萎缩，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关节

痛；但蹲马步、爬楼梯、登山等运动并不

适合关节炎患者，这些运动会增加关节

负荷，加剧关节磨损。大汗后也不宜立

即接触冷水或用冷水洗澡。

一旦患者出现了以关节疼痛为主，

呈阵发性酸痛，继之发生运动障碍的症

状后，建议患者到专业的关节科医生那

里尽早就诊，规范治疗。

苏洁 记者 李皖婷

一周病情播报

孕妇高血压，应慎用降压药

下期预告

冬病夏治正当时
记者昨天从合肥多家中医门诊了解

到，各种冬病夏治治疗预约已经非常火爆。

“冬病夏治”究竟适应防治哪些疾病，

适合哪些人群，疗效如何？何时开贴？及

有何注意事项，安徽省针灸医院针灸科主

任医师届时将接受广大读者电话咨询，敬

请关注。

刘广霞，安徽省针灸医院针灸科主任，

特种针法研究室主任。从事针灸临床专业

30余年，参与制定灸法及穴位贴敷的国家

标准规范制定，从事冬病夏治穴位敷贴的

治疗20余年。 汪珺 记者 李皖婷

记者 李皖婷/文 程兆/图

炎炎夏日，对于慢性病患者尤其是高血压患者来说，如何安然度夏成了一个大课题。7月
1日上午9:30至10:30，本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邀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中心
急诊部主任张文联为大家提供健康服务。

长期精神紧张易患高血压

读者：哪些人是高危人群？

张文联：高血压有四大高危人群：1、老

年人群；2、肥胖、吸烟、高盐人群；3、有高血

压家族史的人群；4、长期精神紧张的人群。

第一种药物降压不明显
应改用第二种药物

读者：我是一位中年男性，单位体检

发现高血压病半年余，降血压效果一直不

好，现已联合应用三种降压药物（代文、络

活喜、倍他乐克），血压仍高达160/100毫

米汞柱，同时体检发现甘油三酯较高。请

问我的这种高血压病该如何治疗？

张文联：高血压病人经过3-4种作用

性质不同的药物联合治疗，效果仍不佳

时，可考虑以下常见原因:1、未发现的继

发性高血压（肾性和内分泌性）；2、不能坚

持治疗；3、继续使用升高血压的药物（如

甘草，口服避孕药等）；4、未改变生活方式

（如大量饮酒，未控制体重）；5、由于利尿

剂不够，进行性肾功能减退，高钠摄入等

造成容量负荷过重。

建议减轻体重，减少盐和脂肪的摄

入，改变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减轻精神压力，保持乐观平和心态。如果

第一种药物降压不明显或有副反应时应

改用第二种药物，而不是增加药物剂量或

联合应用第二种药物。

孕妇高血压应慎用降压药

读者：我是一位孕妇，最近时感头晕

伴下肢浮肿，上周孕检诊断为妊娠高血压

病，能否服用降压药？

张文联：妊娠期高血压能否得到及时

诊断和合理治疗，直接关系到孕妇和胎儿的

安危，凡是舒张压高于90亳米汞柱，即应开

始治疗。要注意低盐低脂饮食，劳逸结合，

消除精神过度紧张和予以镇靜，用药期间必

须密切注意血压变化，最好每日测血压2至

3次，避免将血压降得过低或血压波动幅度

过大，影响胎儿的血供，一般应将血压控制

在130-140/80-85亳米汞柱为宜。

大多数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应慎用或

不用利尿降压药，尤其是子痫前期病人。

当妊娠期高血压严重，发展为先兆子痫或

子痫时，应及时到医院通过静脉用药控制

血压，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待血压下降

稳定后，再换用口服降血压的药物。

高血压合并高血脂,首先要减轻体重

读者：我母亲患有高血压病多年，一

直服用降压药，效果不理想，且血脂也高，

心脏肥大，现该如何有效治疗？

张文联：高血压多年合并高脂血症的

治疗首选减轻体重，限制总热量，禁烟酒，

低盐低脂饮食，加强运动，降压治疗宜用

对脂质代谢有利或无影响的药物。常用

的他汀类药物对冠心病和脑卒中也有预

防作用，此患者伴有心脏肥大，所以在降

压同时要求:（1）预防和逆转左心室肥厚；

（2）防治高血压心力衰竭；（3）防治动脉粥

样硬化，改善冠心病症状。

糖尿病患者得了高血压
应先降压后降糖

读者：我丈夫平素体健，今年春节后

自觉乏力消瘦，到医院就诊后，发现同时

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两种病是否能同

时治疗？该如何治疗？

张文联：在糖尿病患者群中，高血压

的发病率是正常人群的2～3倍。此类患

者需积极控制血压，血压的降低比血糖的

降低在心血管方面更为重要，降压治疗可

延缓和阻止肾功能损害进展，减少大血管

并发症。所以这类型患者，必须先降压后

降糖治疗，此类降压治疗通常需联合两种

或以上药物，以达到130/80的目标血压，

不管是降压还是降糖治疗，均需强调保护

肾功能，同时通过饮食调节（低盐低脂无

糖饮食）和药物控制高脂血症，同时坚持

戒烟限酒，适量运动。

安徽省立医院口腔医学中心日前收

治了一例罕见的舌根部神经内分泌癌。

据中外文献检索，发生在舌根部位的神

经内分泌癌尚属首例报道。前不久，患

者术后半年复查，临床检查及影像学检

查均未发现癌症复发及转移。

患者胡先生（化名）今年46岁，因吃

饭时感觉舌根部疼痛，发现喉咙处有一

米粒大小肿块，到当地医院就诊。医生

给予抗炎治疗后没有效果。肿块继续增

大，疼痛越来越明显，患者来到安徽省立

医院就诊，被诊断为神经内分泌癌。

据了解，神经内分泌癌是一种高度

恶性的未分化癌，常发生于肺部，偶见于

皮肤、胃肠道、膀胱和乳腺等部位。因发

生在口腔颌面部的神经内分泌癌是第一

次发现，国内外医学界尚无统一、明确的

治疗方法。 孙承伟 记者 李皖婷

省立医院治愈一例舌根部神经内分泌癌
该病罕见，国内外尚属首例报告

来自霍邱县的患者邵先生十几年前

被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虽接受了各

种药物治疗，但一直无法治愈，病情反而

越来越重。这两年，他的驼背更严重了，

腰伸不直，睡觉不能平卧，走路的时候只

能看着地面，且只能屈曲膝关节行走，对

面亲人走过来，也只能“视而不见”。

安徽省立医院的医生日前为邵先生

进行了截骨矫形手术，手术很顺利。邵

先生激动地告诉记者：“十几年了，我终

于可以平躺着睡觉，挺直腰板走路了。”

省立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文志介绍

说，强直性脊柱炎至今仍未找到根治的

方法，后期常出现脊柱僵硬和驼背畸形，

病情进行性加重，无法缓解，导致患者生

活质量极差。由于矫形角度大，难度高，

国内仅有少数大医院能开展此类手术。

孙承伟 段丽群 记者 李皖婷

男子驼背十余年 手术帮其“挺直腰杆”

肚子不舒服，没有食欲，原来都是肚

子里的粪石惹的祸。记者近日获悉，解

放军105医院日前为一名105岁的肠梗

阻患者李大爷实施剖腹手术，成功取出

他小肠内半截甘蔗大小的粪便结石。目

前老人身体恢复较好，肠胃功能已初步

恢复，将很快出院。

据介绍，李大爷没生病前，全部生活可

以自理，而且一日三餐吃得很多。可前段时

间，李大爷连续两天不想吃饭，而且一直没

有排便，家人赶紧带他去105医院检查。

经过诊断，李大爷患上了肠梗阻，随

时可能发生肠坏死、肠破裂，必须立即手

术。好在经过手术，医生从李大爷的小

肠里取出了导致他肠梗阻的罪魁祸首

——一粒相当于半截甘蔗大小（约 2×

2×5cm）的粪石，手术获得成功。

吴宝胜 记者 李皖婷

105岁老人肚里取出半截甘蔗大粪石

七月份上中旬,合肥仍处于梅雨季

节，之后将进入一年中最炎热时期，气温

逐步升高，可达到35℃以上。世界杯激

战正酣，市民在观看世界杯时会增加啤

酒、夜宵等食品饮料的摄取，疾控专家提

醒市民注意食源性疾病和肠道传染病的

预防。此外，户外高温作业时也要预防

中暑。

上班族和老年人应注意劳逸结

合，保持良好生活节奏，办公场所和家

庭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25－27℃，相对湿度在 50－60％；平

时注意定期开窗通风，以防感冒发

生。 高温的夏季也是狗的情绪烦躁

时期，容易冲动伤人，注意保持距离。

少年儿童在游泳、嬉水时，也要注意别

发生溺水事故。

李多富 记者 李皖婷

合肥疾控发布七月份防病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