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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试试这个新方法。”当听

说做肠镜之前可以少喝 1 公斤清肠

药后，徐阿姨紧皱的眉头舒展开

来。

徐阿姨时常感觉嗳气和腹胀，

之前做胃镜检查未发现重大问题，

但不适症状始终存在。有些担忧

的她，近日来到浙江省中医院就

医。内镜中心主任张骏教授在详

细了解既往病史后，建议徐阿姨做

肠镜检查。一听到“肠镜”二字，徐

阿姨下意识抗拒，因为“喝泻药的

感觉太可怕了”。

此前，徐阿姨曾在某医院接受

建议并准备进行肠镜检查。按照

医嘱，她把做肠镜前需要用的泻药

复方聚乙二醇带回家，晚上睡前配

着 1000 毫升的水喝掉一部分药，她

边喝边摇头，肚子难受，整夜没睡

好。第二天一早，又得配着 2000 毫

升的水喝掉剩下的药。“实在是喝

不下，边喝边吐，药水还没吞下去，

已经呕上来了。”

不久后，徐阿姨在另一家医院

尝试用甘露醇替代泻药，但高渗透

性的药物反应让呕吐更为剧烈，肠

镜检查始终未能完成。这两次失

败的经历，让徐阿姨对肠镜检查心

生畏惧。

张骏表示，结肠镜检查作为诊

断大肠疾病的有效手段，在结直肠

癌及其癌前病变的筛查、治疗和预

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高质量的

结肠镜检查能够使结直肠癌发病

率降低 48%，而这一切的前提，都

建立在有效的肠道准备之上。一

个清晰的肠道视野，对于发现和观

察肠道病变，尤其是腺瘤性病变，

至关重要。

据 介 绍 ，临 床 上 ，有 10% 至

20%该做肠镜的患者，因畏惧喝检

查前泻药，而不愿做，错过了发现

肠内息肉或癌前病变的最佳时机。

针对这一问题，省中医院研发

一古方新用药剂。传统的调胃承

气汤在导泻方面有着独特作用，这

一古方源自《伤寒论》，以其缓下热

结、调理胃气的效果而著称。在此

基础上，张骏等人对古方进行改

良，形成调胃承气汤复方，帮助患

者完成肠镜检查前的肠道准备。

初步统计显示，使用该方案的

患者肠腔清洁度评分平均为 7.62
分，优于传统方法的 7.15 分。改良

后的方剂中加入炙甘草、姜厚朴等

药材，不仅增加肠道敏感性，促进

肠道蠕动，还降低清肠过程中的疼

痛感。

做肠镜前服泻药“太可怕”

古方新用助患者克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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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健康

当你甜蜜入梦时，大脑并没有

闲着，正在进行一些重要的后勤维

护工作，比如加强认知、巩固记忆

等。一项近期发表在英国《自然》杂

志上的研究就发现了睡眠中大脑进

行垃圾清除的重要机制。

大脑在白天消耗能量和吸收营

养物质时会产生大量垃圾，但此前

人们并不清楚大脑具体如何清除这

些垃圾。美国研究人员在小鼠实验

中发现，它们脑部的神经元发挥着

“清洁泵”作用，会协同放出电信号，

生成有规律的脑电波，进而对整个

大脑进行冲刷清洗，清除垃圾。

研究发现，小鼠大脑中的特定

区域如果“关停”，会阻止该区域脑

脊液的流动，这表明神经元产生脑

电波是大脑清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脑电波越高，振幅越大，促使液

体流动的能力就越强，类似人们洗

碗时的强力冲洗。

研究者认为，掌握这种“清洁机

制”有望帮助人们更高效睡眠，即使

少睡也能保持健康。据《科技日报》

研究发现一重要机制
大脑在睡梦中清垃圾
研究发现一重要机制
大脑在睡梦中清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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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67 岁的蒋阿姨睡觉时发

生了一件惊恐的事。前不久晚上

睡觉时，她突然觉得双腿有虫子在

爬，惊醒之后查看一番，什么都没

有，但一睡下就又感觉有虫子在

爬。就这样来回反复，蒋阿姨害怕

不已，连续几晚彻夜难眠。蒋阿姨

平日里就因为生活中的烦心事情

绪不畅，老伴身体不好，需要自己

照顾，9 岁的外孙学习不好，在学校

总是哭哭闹闹。再加上晚上这么

一闹腾，蒋阿姨越发焦虑不安。

随后，她来到浙江省立同德医

院神经内科睡眠医学中心，求助张

震中主任中医师。在仔细听完蒋

阿姨的症状后，张震中结合检查给

出诊断——不宁腿综合征。

张震中解释，不宁腿综合征又

称不安腿综合征，是一种神经系统

疾病，常以下肢深部不适感及活动

患肢的欲望为特征。症状于夜间

出现或加重，一般以夜间至凌晨

（23-4 时）症状最为严重，清晨至中

午（6-12 时）症状较轻。下肢深部

不适感常描述为虫爬行感、烧灼

感、蠕动感、撕裂感或疼痛，主要发

生在膝部和脚踝，也可影响大腿、

足部、手臂。

不宁腿综合征分为原发性和

继发性两种类型。原发性不宁腿

综合征病因不明，其中部分由遗传

因素所致。继发性不宁腿综合征

的相关因素包括：营养缺乏性因

素，如缺铁性贫血、叶酸缺乏、维生

素B12缺乏等；继发于某种疾病，如

周围神经病、慢性肾衰竭、腰骶椎

根性神经病、糖尿病、脊髓病、帕金

森病、胃部分切除术后、肿瘤、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淀粉样变性等；继

发于免疫系统疾病，如类风湿性关

节炎、甲状腺功能减退、干燥综合

征、巨球蛋白血症等；下肢血管疾

病，如周围血管微栓塞、下肢动脉

粥样硬化；药物与化学物质所致，

包括咖啡、酒精、三环类抗抑郁药、

H2 受体阻断药、镇静催眠药、停用

血管扩张药后等。

张震中认为，蒋阿姨之所以患

此病，是因为操劳过度，加之情志

不畅，导致肝血亏虚，气机停滞，为

血虚肝郁之证，应养血调肝。经过

两个星期治疗，蒋阿姨的情况大为

好转。

张震中表示，不宁腿综合征通

常为终身疾病，需要患者坚持治

疗，如果担心一些药物副作用大，

可以采用中西结合疗法。同时，患

者日常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避免

熬夜晚睡，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牛

奶，泡脚、按摩双脚，避免大量摄入

咖啡因、喝酒，避免吸烟，避免睡前

进行高强度锻炼。患病后要保持

好心态，用乐观战胜疾病。

睡梦中感觉双腿有虫子爬动
往往深夜发作 与情志不畅有关

生活噪音的损害特点是长期累

积、渐进性加重，不仅损害人的听

力，严重时还会刺激心血管、消化、

神经等系统，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

快、消化不良、失眠等问题。

专家提醒，当长时间暴露于高

强度噪音环境时，要及时采取佩戴

耳塞或耳罩等防护措施。使用耳机

时做到三个“60”，即不超过 60 分

贝、不超过总音量的60%、连续使用

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耳机使用时

间达到 60 分钟后，建议至少休息 30
分钟再继续使用。

防范生活噪音还可以尝试在家

中营造安静的环境。同类设备通常

功率低则噪声小，在购买家电时可

以货比三家。此外，家用电器尽量

不要集中放在一个房间，除定期保

养和除尘外，到使用年限后要及时

更换。

噪声性听力损失通常初期不易

察觉，定期进行听力筛查有助于尽

早发现听力损失，如感觉听力明显

下降，需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据新华社

控制音量定期筛查
科学防范生活噪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