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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本报记者 徐小翔

回想起不久前的经历，60 岁的

老姚说，好在医生及时发现，为他

排除了危险。半个月前的一天，老

姚在地里干活，突然感觉胸闷、心

慌、头晕。他立即前往家附近医院

检查，可相关化验显示未有异常。

一周前，老姚再次出现类似

“中暑”的症状。在子女陪同下，老

姚赶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心内科胡申江主任医师的专

家门诊。胡申江为老姚完善相关

检查后发现，问题可能并不简单。

入院后，结合老姚病情，主管

医生李闪先为他排查导致中老年

人胸闷的常见病之一冠心病。检

查显示，老姚冠状动脉没有明显狭

窄。但动态心电图报告，引起了李

闪的注意。老姚 24 小时内平均心

跳才 40 余次/分，最低的甚至仅有

37 次/分，远低于正常标准（60-100
次/分）。原来，导致他出现“中暑”

症状的罪魁祸首是房颤。心内科

专家团队综合评估老姚病情后，为

他实施了房颤射频消融手术。

导致房颤的病因很复杂，常见

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脏

瓣膜病、甲状腺功能亢进、呼吸睡

眠暂停综合征、电解质紊乱等。

据介绍，近期，浙大一院心内

科接连多位有胸闷、头晕、乏力症

状，疑似“中暑”的患者，经筛查，最

终确诊是由房颤、冠心病等心血管

疾病导致。

该院心内科主任郭晓纲表示，

房颤除了会给患者带来心悸、心慌

等感受，其发生脑梗的风险比普通

人高 5 倍，脑梗中有 20%左右是房

颤引起。此外，房颤如长时间未接

受评估治疗，还可能引起血栓栓

塞，导致相应器官出现缺血问题，

引发头晕、胸闷、乏力等。心脏如

果长期“乱跳”，还会导致心衰。

专家表示，如果出现明显胸

闷、胸痛、头晕黑蒙、心慌、心悸等

不适，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

诊。莫让“中暑”背了心血管疾病

的“锅”，耽误诊治。

半个月内接连两次“中暑”

并非因高温 而是心脏出问题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超重或肥

胖患者手术后有些并发症的风险

会上升，包括感染、血栓和肾衰等

肾脏病并发症。

肥胖程度常用身体质量指数

（BMI）衡量。BMI 在 18.5 至 25 之

间代表体重正常，25 至 30 为超重，

30 至 35 为肥胖，35 至 40 为二级肥

胖，不低于40为三级肥胖。

研究人员表示，与体重正常的

患者相比，肥胖患者手术时间平均

长 6 分钟；超重或肥胖患者术后发

生感染、肾衰竭和静脉栓塞的风险

更高，但在死亡率、总发病率、肺部

感染、尿路感染、出血、中风等方面

的风险没有升高；三级肥胖患者发

生计划外再入院的风险更高。

研究牵头人、科罗拉多大学心

胸外科教授罗伯特·马吉德在外科

实践中发现，患者腹部多余脂肪组

织会延长手术时间，使手术变得更

复杂。另外，超重和肥胖也可能影

响患者术后恢复。特别是肺部手

术，术后走动是康复的关键部分，

可以改善患者精神状态，降低肺炎

和血栓风险，帮助肠道恢复，然而

对超重和肥胖患者而言，术后起身

走动可能更具挑战。 据新华社

超重关联部分
术后并发症风险上升

本报记者 林乐雨 通讯员 谢文竹

头颈癌是颈部以上器官恶性

肿瘤的统称，杭州市肿瘤医院放疗

一病区主任毛燕娇表示，世界上最

常见的恶性肿瘤中，头颈癌排在第

六位，常年吸烟、喝酒是罹患头颈

癌最主要的原因。

以口腔癌和咽喉癌为例，每周

至少饮酒一次人群患口腔癌和咽

癌风险比不喝酒人群增加 1.8 倍，

每周饮酒 300 克或更多的人群患病

风险增加 3.2 倍。吸烟者患口腔癌

和咽癌风险是不吸烟者的2.5倍。

当烟和酒结合在一起，风险会

进一步增加。每周饮酒少于 150 克

男性吸烟者患口腔癌和咽癌风险，

是每周饮酒少于 150 克男性不吸烟

者的 1.78 倍。不吸烟者和大量饮

酒者（每周超过 150 克乙醇）患口腔

癌和咽癌风险增加 2.08 倍，而吸烟

者和大量饮酒者风险增加4.05倍。

口腔或颈部有肿块，进食困

难，体重减轻，溃疡或粘膜出现白

斑、红斑等是头颈癌常见临床症

状。头颈癌种类多，各有特点。鼻

咽癌多见于男性，40-60 岁高发，患

者可能出现鼻塞、鼻涕中带血、分

泌性中耳炎导致的耳闷堵感和听

力下降、复视、头痛等症状；喉癌同

样多见于男性，可能出现咽喉炎常

见症状，如声音嘶哑、吞咽异物感、

咽喉痛；口腔癌一般表现为口腔内

肿块、结节、反复出血、长期不愈的

溃疡，口腔麻木、灼热或干燥感，严

重时可有说话或吞咽困难。

如何早期发现？毛燕娇建议，

有常年吸烟、饮酒史，爱吃腌制菜

和高盐食物的老年人定期进行鼻

内镜、动态喉镜检查，检测 EB 病毒

抗体、EB 病毒 DNA、口腔 HPV 病毒

DNA也有助于癌细胞筛查。

烟酒结合导致这一疾病患病风险升高

几类人群应注重定期检查

《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近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每日至少

走 4000 步，可以显著降低死亡风

险。走得越多，对身体越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该研究分析了澳大利亚、日本、挪

威等国近 22.7 万人的数据。研究

发现，每天走大约 4000 步能显著

降低早逝风险，走超过 7000 步时

益处最大。此外，每天每增加 500
步，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

7%，每增加 1000 步，死于任何原因

的风险会降低 15%。60 岁以下人

群每天步行 7000 至 13000 步，死亡

风险降低49%。

不过，上述研究属于观察研

究，因此只能显示每天步数与健康

的关联，而非直接的因果关系。世

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缺乏锻炼是

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素，每年约

320万人因此去世。据《环球时报》

每日至少走4000步
可显著降低死亡风险

本报记者 戴虹红 通讯员 应晓燕

“今天用了 3 支开塞露都没有

用，怎么办？”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诊

室内，80 岁的王奶奶满脸愁容地询

问医生。长期便秘使得老人常常

感到腹胀疼痛，再加上每次排便时

的痛苦，她都不太敢吃东西了。

了解情况后，省立同德医院肛

肠外科崔焌辉主任医师为她安排

放射科 X 线排粪造影检查。根据

造影图像，医生判断老人的问题出

在直肠。实施相应手术后，王奶奶

逐步康复。

53 岁的李女士也被“大号”困

扰，但她的情况是次数太多，医生

同样对她的排便情况进行“拍照”

检查。结果显示，李女士是因盆底

功能障碍导致排便协同失调，使得

每次排便量减少，从而增加次数，

这其实也是一种便秘。根据造影

结果，崔焌辉为她制定了盆底功能

锻炼配合物理治疗来改善症状。

崔焌辉介绍，X 线排粪造影检

查被认为是诊断肛直肠功能性疾

病的“金标准”，对于指导患者选择

合适治疗方式及设计手术方案有

着重要作用。

这一检查适合哪类患者？崔

焌辉表示，主要应用于便秘患者，

尤其适用于长期便秘者。当有排

便费力、排便时间延长、排便等待、

排便不尽、肛门下坠的情况，建议

可做这一检查。经产妇及老年人

出现尿失禁、盆底疝的也可通过该

检查评估盆底功能。

“拍张照”实现“肠”快人生“拍张照”实现“肠”快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