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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提
醒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随着夏至节气到来，意

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正式开启，常言道，“夏日难

熬，炎暑难过”，安徽省中医院风湿病科专家王桂珍

提醒，这一时节宜清淡饮食，少吃油腻，稍多食苦味、

酸味食物，适当摄入辛味、咸味食物，适量进食温热

饮食，勿令太饱。

宜清淡饮食：夏阳酷暑人体脾胃功能减弱，饮食

宜以清凉、味薄、易于消化为主，清淡的食物有清热

解暑，健脾的作用。宜苦而不宜过苦，苦“能泄、能

燥、能坚”，即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

湿、坚阴等作用。在夏季适量服用苦味食物，有助于

祛除暑气，然而物极必反，大量服食苦味的食物，又

易损脾胃阳气。

辛入肺，辛味的食物可补养肺气，且辛具有发

散、行气行血的作用，符合夏季长养之道。所以夏季

饮食于五味之宜忌，总体宜苦而不宜过苦，尚须助以

辛、咸。

适量进食温热饮食：中医经典中指出的“春夏养

阳”，夏季养生既要防止阳气过盛，又要避免寒凉饮食

过多而出现寒凉伤阳的情况。饮食摄养上应适于寒

温，春夏养阳、省苦增辛。这样方能顺应夏季阳气生长

旺盛的变化，充分调节自身阳气，达到养生的目的。

民间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夏季喝一点

姜汤或做菜时加点姜，既可散寒祛暑，增进食欲，又

可以解毒杀菌，治疗因吃不洁食物而引起的腹痛、呕

吐等。另外，夏季出汗较多，需适当补充盐分。

一年最热时节开启
宜清淡饮食，适量进食温热饮食

读者：骨盆骨折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专家：从临床来看，骨盆骨折的病例相对少见，

约占全身骨折 3%，多由高能量损伤所致，常发生在

交通损伤和高处坠落损伤，死亡率和致残率高。

□ 记者 马冰璐

□寻医问诊

□

健
康
热
线

日常生活中该怎样保护膝关节？半月板损

伤只能手术吗？6月28日上午9：30～10：30，

本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邀请了安医大

一附院骨科运动创伤与关节镜外科专家姜少

伟，与读者交流。 □王异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姜少伟 主治医师，骨科关节外伤、

运动损伤与退行性病变的诊断治疗，擅

长肩肘踝髋膝关节损伤的关节镜微创

治疗，如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

损伤、肩袖损伤、关节脱位及四肢骨折

等疾病的诊断与微创治疗。

肩袖损伤的发病率较高
读者：老年人肩关节疼痛是“肩周炎”吗？

姜少伟：肩关节疼痛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疾

病，通常表现为肩关节活动到某一角度疼痛和

无力，胳膊抬不起来，夜间睡觉经常痛醒，不能

侧卧，但是关节活动基本不受影响。很多患者

都被当做“肩周炎”治疗，但并不见好转，其实

是有很多误诊和误治。引起肩关节疼痛的疾

病有很多，包括肩袖撕裂、肩峰撞击症、冻结

肩、肩峰下滑囊炎、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颈椎

问题等，在肩痛就诊的老年人当中肩袖损伤的

发病率较高。

首先要健康运动，量力而行
读者：日常生活中该怎样保护膝关节？

姜少伟：首先要健康运动，量力而行。在生

活中要避免反复下蹲运动，或长期下蹲，避免经

常爬山或上下楼梯。坚持适度合理运动，如走

路、室内脚踏车、游泳等，通过锻炼大腿肌肉，让

膝关节受到的压迫和磨损小一点。饮食上要注

意补钙，多吃牛奶、豆浆等含钙量很高的食物，

适当时可加吃一些钙片，中老年朋友还可以补

充一些氨基葡萄糖药物或者保健品，营养关节

软骨。另外，穿着一双合脚的鞋也非常重要，女

性要减少穿高跟鞋的次数。最后，还要注意保

暖，并需要保证充足的休息。

半月板损伤不一定非要手术
读者：半月板损伤只能手术吗？

姜少伟：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重要结构，半

月板损伤是膝部中最常见的损伤。青壮年人

群，以学生、运动员和体育运动爱好者为代表，

多因运动不当造成的膝关节损伤。中老年人

群，多因关节退变后不恰当的运动形式，例如爬

楼梯、甩腿、反复扭转膝关节、大运动量体育锻

炼等，加快关节的退变。通常表现为深蹲、行走

时出现疼痛，运动时肿痛加重，偶尔也会出现关

节交锁的情况，休息后可缓解。有些患者拖到一

定时间后再来就诊，常常会合并软骨损伤或骨关

节炎等其他疾病，所以还是要尽快去医院检查。

通常半月板损伤通过磁共振检查分为三个等级，

如果损伤轻微一般采用休息、理疗等方法控制病

情，同时受伤后还要减少负重、减轻体重，积极锻

炼股四头肌肌力。如果膝盖疼痛、肿大等症状明

显再加上三级损伤就达到手术的标准了。

保护膝关节
应健康运动，量力而行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随着梅雨季节到来，

雨水增多，风湿病患者的关节也跟着“受累”。

最近，前往医院就诊的风湿病患者有所增加。

专家提醒，梅雨季节，风湿病患者要注意保暖，

加强锻炼，但运动不宜过量。

专家提醒，梅雨季节，风湿病患者一定要做

到以下几点，防止病情发作，甚至恶化。“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安排日常作息，生活要

有规律，饮食、运动都应该规律；注意保暖，尤

其夜晚注意不要着凉，关节处要做好保暖措

施；加强锻炼，但运动不宜过量，要选择适合自

己的运动，如散步、太极拳等，运动时要避免受

损膝关节劳损及关节过度使用。”

此外，饮食注意控制，最好是保持清淡，

少吃油腻、甜食、油炸之物，可以多吃一些祛

风除湿的食物，如木瓜、米仁、冬瓜等；当然，

富含维生素的蔬菜与水果也是必不可少的，

切记，饮食要有节制，要少量多餐，忌暴饮暴

食；适当做一些热敷按摩，缓解疼痛感；保持

平和的心态，有助疾病的康复。

□

一
周
病
情

梅雨季节到
风湿病患者注意保暖

星报讯（付艳 记者 马冰璐）血被“盗”走，

导致大脑长期供血不足，头晕眼花。桐城市的

吴大爷最近在安医大四附院揪出了这个可恨的

“盗血贼”，“盗”走他脑部血液的，不是别人，正

是他自己的胳膊。

近年来，家住桐城市的吴大爷一直被头晕

困扰着，遂慕名来到安医大四附院血管外科

就诊，副主任医师王文斌查体发现，左侧桡动

脉搏跳动消失，两上肢脉压差达 40mmHg；头

部 CTA 检 查 发 现 左 侧 锁 骨 下 动 脉 近 段 闭

塞。真相终于大白，这么多年困扰他的反复

头晕的病因，就是本应供给脑部的血发生了

逆流，汇入了为左臂供血的动脉中，导致脑部

供血不足。也就是说，胳膊“偷”了脑部的血。

吴大爷在安医大四附院血管外科接受了

介入手术，医生恢复了其狭窄的血管，重建

了锁骨下动脉的血运。术后，吴大爷反映，

头晕及上肢酸胀乏力明显改善，左侧动脉搏

动恢复正常，双上肢血压也基本相等，术后第

三天，吴大爷就出院了。

头晕多年
原是患上“盗血综合征”

□

医
疗
传
真

问：夏季孩子长痱子有哪些误区？

答：夏天来了，小孩子也容易长痱子，不少家长

急于给宝宝用药，却因为错误习惯造成不良效果，甚

至引发更为严重的皮肤病。专家提醒，家长们给宝

宝用药需要避开这两个误区。

误区一：擦红花油、碘酒、酒精等治疗蚊虫叮咬

夏天宝宝容易遭蚊虫叮咬，一般蚊子叮咬后症

状较轻，如果是刺毛虫刺伤、被蜜蜂蜇伤或是其他不

明虫子造成的皮肤肿胀症状较重，需要区别对待处

理，但一些家长却一律用上家里的储备药物，比如红

花油、碘酒、酒精等。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蚊虫叮

咬后不能直接在患处涂擦红花油、碘酒和酒精，否则

会引起刺痛，甚至接触性皮炎。

误区二：用粉剂处理皮肤伤口

如果宝宝摔跤擦伤皮肤并出血，你会怎么处理

伤口？一些家长可能会随手拿起家里的一些粉剂

药物进行处理，但是皮肤医生警告我们，用粉剂处

理伤口会让病情更严重。

首先，粉剂对皮肤来说是无法吸收的异物，会加

剧炎性反应，诱发肉芽肿样病变；其次，粉剂会给伤

口带来难以预知的污染，增加清创难度；第三，粉剂

也可能导致溃烂创面或形成脓肿，使得病程加长。

爸爸妈妈千万要记住，宝宝擦破皮流血了不要往伤

口上撒粉剂。 □ 石跃新 记者 王玮伟

□

食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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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群是脑卒中高发人群？夏季如何合理控

制血压？下周五（7月5日）上午9：30～10：30，本报

健康热线 0551-62623752，将邀请合肥市三院神经

内科行政主任朱瑞，与读者交流。

朱瑞，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

对神经内科各种危重症病救治、疑难病症诊治。

□ 傅喆 记者 马冰璐

□下期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