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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健康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正念疗法

治疗焦虑症效果与药物治疗一样。

美国乔治敦大学研究人员招

募成年焦虑症患者为志愿者，随机

分成两组：一组参加正念练习，每

周上 2.5 小时正念训练课，每天在

家做45分钟正念练习；另一组每天

服用治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药物。

两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两组

患者的病情都减轻了约 30%，并在

接下来的4个月里继续有所减轻。

研究人员说，先前多项关于正

念治疗焦虑症的研究显示，这种疗

法效果优于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或 与 更 正 式 的 行 为 疗 法 效 果 相

当。而他们的研究则是对比正念

疗法与药物疗法的效果。

正念疗法是近年兴起一种类

似冥想的心理疗法。 据新华社

正念疗法
治焦虑症堪比药物

天气潮湿，耳朵也易发霉，令

人头皮发麻的是，耳朵像一块沃

土，也会长出乳白色的“蘑菇”？

近日，家住杭州市钱塘区的王

大妈（化名）就遭遇了这样的事。

长“蘑菇”是真菌性感染

前不久，王大妈因耳朵瘙痒不

适、听力下降前往杭州市第九人民

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

经耳内镜检查，医生发现王大

妈耳道内有暗褐色斑块，紧紧贴附

在外耳道皮肤上，且表面散着多个

柱状凸起，凸起顶端还有大小不一

的小帽子，犹如一颗颗“蘑菇”。

该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刘治国

说，耳朵里长“蘑菇”是一种真菌性

感染。这些真菌主要包括念珠菌、

芽生菌、毛霉菌、曲霉菌等，在自然

界中广泛存在。

当这些真菌侵入外耳道，就会

引起外耳道炎性病变。

病因多样 治疗以清洁为主

造成真菌性外耳道炎的病因

主要有经常用不洁采耳器采耳、耳

朵进水、不适当用药、全身性慢性

疾病、机体抵抗力下降、全身长期

大剂量应用抗生素等。

一旦得了真菌性外耳道炎，患

者可能出现瘙痒、胀痛、耳闷耳鸣、

耳道疼痛、有液体流动感、听力下

降等症状。

治疗外耳道真菌感染主要以

清洁为主，用 3%双氧水清洗耳道

后滴入水杨酸滴耳液，可以用一些

抗真菌的药膏。但由于感染是一

个慢性过程，所以保持清洁和用药

要坚持一段时间，否则容易复发。

早诊早治 生活中注意预防

刘治国提醒，真菌性外耳道炎

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耳部疾病，但很

多人对它的症状却不了解。由此

导致很多人在出现真菌性外耳道

炎的症状后不自知，进而病情被延

误，加重了治愈难度。

因此，当耳痒、耳闷、耳痛、外

耳道出现小肿块的时候，应尽快到

医院就诊。同时，平时生活中也应

注意预防。

不要反复掏挖耳朵。经常掏

耳朵，可能会导致外耳道皮肤黏膜

受到刺激，易引起破损。此时容易

出现感染，诱发真菌性外耳道炎。

避免耳朵进水。日常生活中

应加强耳部卫生，避免耳朵进水。

洗澡后、游泳后，及时用毛巾擦干，

避免潮湿对外耳道形成刺激。

避免交叉感染。在清理耳朵

时，避免与他人共同使用清理工

具，以免发生交叉感染。不去非正

规机构采耳。

不随意用药。当身体出现疾

病后，不滥用抗生素。加强身体锻

炼，增加身体抵抗力。 据健康杭州

瘙痒不适 听力下降

大妈耳朵里竟长出“蘑菇”
每年有数以亿计的人遭受意

外伤害、外科损伤等，而伤口漫长

的愈合周期，以及留下难看的疤

痕，都是令人烦恼的问题。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吴明一研究员团队进行的一

项研究，揭示了一种蜗牛来源的天

然多糖基生物黏合剂，具有优异的

止血性能、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

性，并且可显著加速慢性伤口愈

合。

他们发现，软体动物蜗牛能分

泌黏液，其高黏性可让蜗牛爬行和

栖息在潮湿的岩石或树木上。而

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

记录过蜗牛黏液有保湿、消红肿及

消炎镇痛的功能。

目前，这种天然医用黏合剂已

申请发明专利。“我们后续还将开

展以药学、药理学以及安全性评价

等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临床前研

究，从研究成果到医用药品，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吴明一说。

据《科技日报》

蜗牛黏液竟是
修复伤口天然黏合剂

本报记者 林乐雨

近日，70 岁的葛阿姨在家中突

然摔倒昏迷，被紧急送往杭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经过脑部 CT
检查后发现，葛阿姨伴有自发性脑

出血症状，这是导致她摔倒的元

凶。

市一医院湖滨院区急诊科医

生方金燕说，急诊科平均每周都会

接诊 10 多位摔倒的老年人，其中，

单纯意外导致摔跤的比例并不高，

更多的老人是先发病后摔跤，摔倒

是疾病进展的结果。脑梗、中风、

心率失常、肺栓塞、主动脉夹层等

都是常见的诱发老年人摔跤的急

性疾病。

高龄老人通常都患有一种或

多种慢性疾病，这些老慢病也是导

致老年人经常摔跤的危险因素。

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糖指数不稳定，

常常会感到晕眩，糖尿病也会带来

视力问题，减少脚部知觉；患有肌

少症的老年人由于在日常活动时

缺少足够肌肉支撑，往往是反复跌

倒的高危人群；骨质疏松的老年人

一旦跌倒极易引发骨折，骨折后长

期卧床可能会让老人的健康状况

逐渐恶化。该院老年医学科副主

任医师周叶说，老慢病让老年人摔

得更容易，也更加摔不得。老年朋

友平时一定要注意营养，补充足够

蛋白质和维生素，适当锻炼，增强

肌肉力量。

既然老年人摔跤可能是疾病

的信号，预防摔跤自然要“料敌在

先”。周叶建议，患有多种老年病，

因急性疾病导致身体功能下降，经

常就医或年龄超过80岁的老年人，

应该定期前往大型三甲医院老年

病专科开展老年综合评估。对自

身健康状况进行专业、系统的测

评。“你是否属于跌倒高危人群”是

综合评估中的重要一环，医院会根

据测评结果出具评估报告，让老年

人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跌倒风险和

调理方向有更清晰的认知，增强老

年人的防摔意识，降低因病而摔的

风险。

周叶提供了一份医院常用的

《跌倒风险评估量表》，如果老年人

进行自测后，提示有明确的跌倒风

险，建议尽快到正规医院老年病医

学科就诊，完善老年综合评估，由

专业医生给予指导。

因疾病摔跤多于单纯意外跌倒
一张表自测跌倒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