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林乐雨

“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不会?”

“别理他，太烦人了。”你是否曾听

过或对身边人说出过这样的话语。

随着年龄增长，部分老年人认

知功能和自理能力下降，不少缺乏

耐心的人可能会因此施加行为或

语言上的暴力，对老人造成伤害。

此外，还有部分老人长期遭受家庭

冷暴力。

明 天 是“ 国 际 反 家 庭 暴 力

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心

理科副主任医师章瑜表示，相较于

直接的身体暴力，老年人遭遇的语

言和态度上的冷暴力较隐蔽，也更

为常见。章瑜提醒，家庭冷暴力容

易引发焦虑、恐惧、抑郁等负面情

绪，增加老年人孤独感和无助感，

让其认为自己对家庭没有帮助，对

未来失去信心，造成负面情绪恶性

循环，引发或加重生理疾病。

章瑜表示，内心脆弱、敏感、更

有牺牲精神的老年人更易遭受家

庭冷暴力，他们不善表达，有时甚

至会将遭遇冷暴力的原因归咎自

身，引发更大的负面情绪。

面对冷暴力，老年人该如何应

对？章瑜建议，老年人首先要稳定

住自己的情绪，激烈对抗不可取。

其次，积极沟通很重要，如果当面

沟通有障碍，可以通过写纸条、发

信息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家庭成员来说，则要注意自

己的日常言行，是否无意间对老人

造成伤害。其次，密切关注老人心

理状态，如出现异常，及时寻求专

业帮助。

章瑜提醒，还有一种情况需要

引起重视。一向温和的老人突然

变得脾气暴躁，成为施暴者，这提

示有可能患上某些疾病。

甲亢、阿尔茨海默病、心脑血

管疾病、血糖不稳定、铁元素和锌

元素严重缺失，以及其它心理疾病

都有可能令人性格大变，产生暴力

倾向。章瑜表示，家人一旦发现异

常，应第一时间带老人到正规医院

就诊，及时排除疾病隐患。

有牺牲精神的老人更易遭受冷暴力

医生提醒：必要时应寻求专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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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陶玉 林杨青

年近七旬的张大妈因长期结

石梗阻导致右肾重度积水，右肾几

乎失去功能。最近，浙江省人民医

院副院长、泌尿外科学科带头人张

大宏，泌尿外科主任祁小龙及其团

队为老人进行微创手术，这也是该

院首例单孔手术机器人辅助腹腔

镜下右侧肾输尿管切除术。

祁小龙介绍，患者年龄偏大，

且病情相对复杂，增加了手术并发

症的风险。团队评估后认为，最适

合的方法是运用单孔机器人手术。

张大宏表示，微创手术可帮助

医生更准确地诊断疾病，有助于更

好地开展治疗，并且使患者在手术

过程中受到伤害和痛苦相对减少，

恢复时间缩短。以此次使用的单孔

机器人为例，可减少切口数量和总

长度，且无外部机械臂干涉，能适应

狭窄腔道，触及过去难以抵达的“复

杂地段”，保护重要血管和神经。

机器人手术
助高龄患者少受苦

通讯员 陈瀛 廖佳丹
本报记者 徐小翔

近日，受寒潮影响，全国多地

气温骤降。浙江省中山医院心血

管科副主任侯宏伟提醒，寒冷易诱

发心肌梗死，尤其是大幅降温。

对 冠 心 病 患 者 和 有 高 脂 血

症、高血压、糖尿病等冠心病危险

因素的人来说，大幅降温会刺激

肾上腺素分泌增多，使血管收缩、

血压上升，心脏负担加重，诱发冠

脉痉挛。这些患者往往血管本身

存在不同程度狭窄，寒冷刺激后，

原有病变的血管易出现缺血、缺

氧加重的情况，甚至引发急性心

肌梗死。

要注意的是，有吸烟、酗酒、熬

夜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也是心梗

高危人群，需克制不良习惯，时刻

警惕身体异常。

生活中，很多人不了解心梗相

关知识，也难以辨识是否心梗发

作。医生表示，50%至 80%患者在

发作前都会有一些预警症状：长时

间的心绞痛，大部分人会突然发生

持续 20 分钟以上的心绞痛，既往有

过心绞痛的患者，症状加重，时间

延长，同时还伴有烦躁不安、出汗、

恐惧或濒死感；胃肠道反应，许多

人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

道的症状；休克、晕倒等症状，少数

人不会感受到疼痛，而是直接休

克、晕厥；与劳累有关的全身性疼

痛，患者一劳累或一激动就出现身

体疼痛，一休息疼痛就消失了，疼

痛不一定是心脏相关部位，可能是

肩膀疼痛、后背疼痛、胃疼，甚至可

能是牙疼。

气温骤降易诱发心梗

出现四类预警症状务必重视

日本研究人员通过对糖尿病

模型实验鼠的胰岛进行单一细胞

层面的基因表达分析，发现一种糖

尿病发病初期新的分子机制——

Anxa10 基因及其编码的蛋白质水

平上升。该蛋白质有望成为糖尿

病出现症状前的新生物标记物。

2 型糖尿病发病被认为主要与

胰岛素抵抗、胰腺贝塔细胞分泌胰

岛素功能下降及胰腺贝塔细胞本身

数量减少等因素相关，但具体发病

机制仍存在很多问题未得到解释。

研究团队发现，糖尿病发病初

期的模型实验鼠胰腺贝塔细胞中，

伴随血糖值上升，一种名为 Anxa10
的基因表达水平上升，其编码的蛋

白质增多导致细胞内钙离子失衡，

进而使胰岛素分泌能力下降。

研究团队表示，这个基因与胰

腺贝塔细胞及糖尿病发病之间的

关联此前没有报告过，该基因编码

的蛋白质可能成为糖尿病出现症

状前新的生物标记物。这一成果

有望帮助科研人员更好探究 2 型糖

尿病发病初期分子机制及开发新

的预防、诊断治疗方案。 据新华社

研究揭示糖尿病发病
初期的新分子机制

本报记者 林乐雨 通讯员 李文芳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从

熟睡中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动弹不

得。从医学角度，这被称为睡眠瘫

痪。研究表明，大约 8%的人在一

生中某个阶段经历过睡眠瘫痪。

焦虑或抑郁等精神疾病患者及患

有其他睡眠障碍（如发作性睡病、

睡眠呼吸暂停等）的人，经历睡眠

瘫痪可能性较高。

邵逸夫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

师李力三表示，出现睡眠瘫痪与睡

眠不足、睡眠时间不规律及发作性

睡病等睡眠障碍有关。压力、焦

虑、某些药物和睡眠姿势，已被确

定为潜在的触发因素。

夜晚入睡时，人们通常都会经

历不同的睡眠阶段。其中有一段

时间，人体会出现脑电波频率变

快、振幅变低，心率加快，血压升

高，肌肉松弛等表现，这一阶段被

称为快速眼动睡眠。此时，大脑会

阻止身体肌肉运动，避免自我伤

害。当人们入睡或醒来时恢复意

识，但大脑的这种保护机制又未及

时消退，就会发生睡眠瘫痪。

目前，睡眠瘫痪没有明确治疗

方法。针对其发生原因，有几种策

略可以帮助管理和降低其频率。

包括保障 7 小时或以上的睡眠时

间，建立规律睡眠模式、改善睡眠

卫生，为自己减轻压力。治疗潜在

的睡眠障碍，如发作性睡病或睡眠

呼吸暂停，也可帮助减轻睡眠瘫痪

症状的发生。

突然醒来发现身体动弹不得

睡眠瘫痪或与焦虑抑郁情绪有关
突然醒来发现身体动弹不得

睡眠瘫痪或与焦虑抑郁情绪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