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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睡眠问题

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困扰。许多人

认为睡眠问题仅仅是因疲劳累积，

或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对此，浙江

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杜坚宗表示，

很多睡眠问题其实由疾病所致。

由于突然的家庭变故，近 1 个

月，52 岁的钱先生要靠安眠药才能

入睡，而且常常在凌晨醒来，万千

思绪让他翻来覆去直至起床上班，

白天整个人浑浑噩噩。在浙江医

院睡眠障碍诊疗中心，他被诊断为

失眠抑郁症。

杜坚宗介绍，近年来，心理精

神问题引发的睡眠问题日益受到

关注。大量研究证明，各类睡眠障

碍与精神心理疾病，如焦虑症、抑

郁症有很高的共病率。钱先生的

失眠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早醒及深

睡眠减少，随着病情加重，后半夜

睡眠障碍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目前

他正在接受相关药物治疗。

医生提醒，除了心理因素，成

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也需

要引起重视。

40 岁的赵女士体重 105 公斤，

她入睡后不仅鼾声“排山倒海”，而

且总是间歇出现呼吸停顿，过了十

几秒或几十秒后，才传出很大的呼

噜声，之后又出现“憋气”现象。来

到浙江医院睡眠障碍诊疗中心，赵

女士被明确诊断为 OSA，并在医生

的指导下进行无创呼吸机治疗，结

合运动减重，症状逐步得到缓解。

杜坚宗表示，OSA 一般是指成

人每晚睡眠平均每小时呼吸暂停

次数超过 5 次，每次发作时，口、鼻

气流停止流通达 10 秒或更长时间，

并伴有血氧饱和度下降等。这类

患者由于呼吸暂停引起反复发作

的夜间低氧和高碳酸血症，可导致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脑血管

疾病等并发症，甚至会引发心率失

常，出现夜间猝死。因此，如有类

似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睡不好或因疾病所致
医生提醒：两类问题务必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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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健康

一项新研究显示，“16:8”间歇性

禁食法（即每天只在 8 小时的窗口期

内进食，剩余的 16 小时里禁食）可能

与心脏病死亡风险上升相关。

此前一些研究显示，限时进食

可以改善多项心脏代谢健康指标，

比如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水平等。

此次研究发现，每天仅在 8 小时

内进食人群与遵循每天在 12 至 16
小时内进食传统饮食模式人群相

比，前者因心脏病死亡风险高91%。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这项研究

发现了“16:8”间歇性禁食法与心脏

病死亡风险之间的可能关联，但这

并不意味着限时进食会导致心脏病

死亡。该研究结果鼓励公众更谨慎

地选取饮食模式，采取个性化方式，

确保其符合个人健康状况以及最新

科学研究证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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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浙江大学眼科医院）、温州

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浙江省

人民医院、金华市中心医院、宁波

市眼科医院同时开出眼底病创新

药物（双特异性抗体法瑞西单抗）

在浙江省的首张处方。

作为全球首个眼内注射双特

异性抗体，它能在抑制新生血管生

成的同时增强血管稳定性，改善患

者长期视力获益和生活质量。该

药于 2023 年底先后在我国获批用

于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DME）和

新生血管性（湿性）年龄相关性黄

斑变性（nAMD），成为中国眼底病

领域高效、安全的全新治疗选择。

作为最主要的不可逆致盲性

眼病，我国有超过 4000 万眼底病患

者，每年新增患者数量超 300 万。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眼底

病及其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影响

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公众议题。《“十

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2021-2025
年）》已经正式将眼底病新增为重

要防治病种，并明确提出要关注老

年人等重点人群，以期降低疾病负

担和致盲率。 据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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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

证明，利用最新 CRISPR-Cas 基因编

辑技术，能消除实验室中受感染细

胞内所有艾滋病病毒（HIV）的痕迹，

为治愈艾滋病带来新希望。相关研

究论文将提交于 4 月 27 日至 30 日在

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临床微生物学

和传染病大会。

研究团队强调，最新研究只是

概念验证，不会立刻用于治愈 HIV。

他们计划进一步优化靶向大多数

HIV宿主细胞的递送途径，并将结合

CRISPR 疗法和受体靶向试剂，开展

临床前试验。 据《科技日报》

基因编辑技术能消除
培养细胞中艾滋病病毒

科普医学知识，传

播健康理念，为让老年

朋友更好地了解医学、

健康生活，浙江老年报

与 省 医 师 协 会 老 年 医

学分会、省医学会科普

分 会 联 合 推 出“ 医 点

通”专栏。

一吃稍凉或稍热的食物，牙齿

会出现“一激灵”的感觉？医生表

示，这也许是楔状缺损导致的进食

敏感。如未及时采取改善措施，可

引起龋坏、牙痛，严重者可导致牙

齿颈部水平的牙冠折断。

这是一类牙体硬组织、非龋性

疾病，发生在牙齿颈部，常见于中

老年人。典型缺损呈“V”状，与楔

子形状相似，因此称为楔状缺损。

常见且容易产生楔状缺损的

原因是不正确的刷牙方式。牙颈

部牙釉质本身覆盖最少，而错误刷

牙方法，如长期横向刷牙、用过硬

牙刷、刷牙力度过大等，都会导致

颈部牙体组织磨损，引起牙敏感。

此外，长时间较大的咬合力使

牙体组织疲劳，易在应力集中区出

现破坏，尤其在喜欢吃硬物、有咬

合不齐、夜磨牙患者中更常见。

如何预防缺损的发生？医生

给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改变错误的刷牙方

式，避免横向、大力刷牙和选用刷

毛过硬的牙刷，以及使用磨擦剂粗

糙的牙膏，应当采用改良巴氏刷牙

法或打圈的方式刷牙。

其次，不吃过硬的食物，如坚

果壳类、螃蟹壳类、骨头、蚕豆等，

避免用较大的咬合力。

有咬合不齐或夜磨牙的患者，

应及时就诊，改变不良咬合习惯；

同时，要少喝碳酸饮料，避免唇颊

面牙釉质脱矿。

口腔健康维护需要全方位、长

期坚持，除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

惯、避免咀嚼硬物外，还应每年定

期检查口腔，做到早发现、早预防、

早治疗。 据健康上海12320

错误刷牙方式会导致“V”形缺损
常见于中老年人 防治有应对之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

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国家卫生

应急队伍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工

作，提升突发事件卫生应急能力和

处置水平。 据新华社

2024 年 START记忆门诊行动暨

痴呆防治科普传播活动 23 日在北京

举行，该项行动计划在全国 10 个地

区开展系列培训，协助至少 50 家医

疗机构设立记忆门诊，培训 1000 名

记忆门诊医疗护理骨干。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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