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林乐雨

近 日 ，《中 国 血 脂 管 理 指 南

（2023 年）》（以下简称《指南》）发

布。这部关于血脂管理的权威指

导，时隔7年迎来一次重大调整。

血 脂 管 理 需 要 关 注 哪 些 指

标？《指南》在需要重点关注的胆固

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三大

指标基础上，新增载脂蛋白 A1、载

脂蛋白 B、脂蛋白作为血脂常规检

测项目；将有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

疾病（ASCVD）病史，存在多项 AS⁃
CVD 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

肥胖、吸烟等），有家族遗传，皮肤

或肌腱黄色瘤及跟腱增厚的患者

列为血脂检查的重点人群。

《指南》还首次提出“超高危”

概念。两次以上严重 ASCVD 病发

或严重病发一次同时合并有两个

以上高危因素的患者，都属于超高

危人群。

“超高危人群绝大多数是老年

人，需要执行更加严格的血脂控制

目标。”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

科主治医师钱宇峰说。

家里备上一个血压计、一台血

糖仪，老年人就能随时监测自己的

身体状况，但检查血脂却一定要到

医院化验。繁琐的程序让许多人

忽略了血脂健康，常常做不到定期

随访。《指南》建议，40 岁以上成年

人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血脂筛查。

血脂检查报告上密密麻麻的

数值看不懂怎么办？钱宇峰说，老

年 人 可 以 重 点 关 注 低 密 度 脂 蛋

白。低密度脂蛋白的控制标准因

人而异，一个健康老年人，低密度

脂蛋白应控制在 3.4 以下；如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或长期抽烟，2.6 是

及格线；超高危人群则需要将低密

度脂蛋白控制在 1.4 以下，并且较

基准线降低幅度大于50%。

“基准线就是患者病发时，药

物 干 预 前 体 内 的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值。”钱宇峰说，例如一个超高危

患者药物干预前，低密度脂蛋白的

数值为2，则需要将数值控制在1以

下才算达标。

如何科学降血脂？钱宇峰建

议，首先要完全戒烟和有效避免吸

入二手烟；在医生建议下保持规律

运动，避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

规律的运动锻炼不但不利于降血

脂，还可能加重血脂异常；科学膳

食，保证充足睡眠，遵医嘱规律用

药。钱宇峰提醒，已经出现动脉硬

化的老年患者，要及时就医，启动

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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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焦虑症由内、外因素共同影响

产生，外因是社会现状，内因多与遗

传相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原院长、主任医师唐启盛表示。

中医讲“天人合一”，四季变化

会同时影响人体的变化。唐启盛提

出，焦虑症有春季高发的特点，春季

是万物生发的季节，此时阴阳五行

对应中医五脏中的肝，如果肝气生

发过度，就会变成肝火，出现焦虑。

在临床诊疗中，会有焦虑伴抑

郁患者，多数属焦虑症，表现为天天

着急、心不安，病程中可能伴有抑郁

症的发生，也可能独立患病。有的

焦虑伴抑郁患者中只有极个别是单

纯的抑郁症状，大多是焦虑情绪，在

诊疗上要加以区分。

据人民网

春季焦虑症高发
警惕焦虑抑郁同时发生

本报记者 戴虹红 通讯员 应晓燕

68 岁的许先生爱喝上两口，家

人劝说他戒酒已有 20 多年。最近，

许先生一反常态，酒量直线下降。

家人以为劝说终于见效，没料到许

先生被查出患有肝硬化。他在浙

江省立同德医院感染科接受治疗

后，立誓一定要戒酒。

许先生爱喝酒到什么程度？

除了一日三餐，平时随身带个装白

酒的雪碧瓶，想喝随时来几口。算

下来，平均一天要喝掉1公斤白酒。

最近，徐先生胃口变差，感觉

酒不如以往好喝了。买了些健胃

消食的药，可不仅没有好转，肚子

一天天变大，脚开始浮肿。家人带

他到省立同德医院就诊，医生发

现，徐先生肝功能存在异常，而饮

酒正是他患上肝硬化的罪魁祸首。

医生介绍，酒精性肝病是由于

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肝脏疾病。

初期常表现为脂肪肝，进而可发展

成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

化。严重酗酒时可诱发广泛肝细

胞坏死，甚至引起肝功能衰竭。

酒精所造成的肝损伤具有阈

值效应，当达到一定饮酒量或饮酒

年限，会大大增加肝脏损伤风险。

此外，也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

酒的品种及饮酒方式。烈酒

比葡萄酒、啤酒更易造成肝脏损

害；空腹饮酒较伴有进餐饮酒更易

造成肝损伤；相比偶尔饮酒，每日

饮酒更易引起严重酒精性肝损伤。

性别、种族、遗传个体差异。
与男性相比，女性对酒精介导的肝

损害更敏感；中国嗜酒人群和酒精

性肝病的发病率低于西方国家，可

能与种族中酒精性肝病遗传易感

基因分布不同有关。

营养不良。例如维生素 A 或 E
缺乏可以加重酒精对肝脏的损伤。

肥胖或超重。肥胖或体质量

超重可增加酒精性肝病进展。

合并乙肝、丙肝等其他肝损害
病因。其他肝损害病因可以联合

酒精，加速肝脏疾病进展。

酒精性肝病有哪些症状？病

情轻时可以无症状，或有右上腹胀

痛、食欲不振、乏力、恶心呕吐、体

重减轻，严重时可有皮肤巩膜黄

染、小便深黄、下肢水肿、腹水、牙

龈出血及皮肤瘀点瘀斑、呕血黑

便、神经精神异常等。

医生提醒，对酒精性肝病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是戒酒，或控制饮酒

量，尽量饮用低度酒，避免空腹饮

酒，控制体重，避免其他肝脏损害因

素。合并乙肝、丙肝等患者，严格禁

酒，并到肝病科定期复查随访。

因这个重要器官受损

爱酒的他终于下定决心戒酒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

可拉伸无线生物电子系统，可用于

监测慢性感染伤口，并能通过伤口

部位的电刺激和药物治疗促进愈

合。研究人员已证明该设备能够轻

松黏附在皮肤上并加速糖尿病小鼠

的伤口愈合。

目前治疗慢性伤口的方法可能

是侵入性的，因为细菌感染很常见，

阻碍了原本的愈合，有时会导致严

重的疾病和死亡。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无线生物

电子贴片，可定制设计用于监测愈

合过程和感染发作的几种生理生物

标志物，通过电活性水凝胶控制药

物输送，并通过电刺激施加电压以

促进伤口部位的愈合。

研究人员在自由移动的糖尿病

小鼠身上实验了该设备，发现其可

在25天内加速伤口愈合。

此类产品的用途不仅限于监测

和愈合伤口，还可用来监测血压、血

糖、心率、睡眠质量等健康指标。

据《科技日报》

智能绷带促进
慢性感染伤口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