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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你遇到过突

如其来的眩晕吗？眩晕并不是

简单头晕。近日，杭州市一医

院城北院区眩晕/前庭医学诊

疗中心正式启用，中心以“精准

诊断、规范治疗、个体化前庭功

能康复”为核心，为疑难头晕患

者精准破译“眩晕密码”。

眩晕背后的“秘密”

“头晕以头重脚轻或站立不

稳为主，而眩晕表现为自身或周

围环境旋转、出现晃动感，主要

可分耳源性眩晕、中枢性眩晕、

全身性因素以及精神性因素。”

神经内科副主任张灏说，“眩晕

高发人群是老年人，但年轻人由

于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等原

因，发病率有所增加。”

张灏介绍，耳石症病人在

就诊人群中占比较高，它属于

典型的周围性眩晕，患者会在

翻身、起床瞬间出现短暂剧烈

眩晕。常见的梅尼埃病则伴有

耳鸣、听力下降及耳闷胀感，中

枢性眩晕可能预示脑血管病

变。因此，眩晕不等于简单头

晕，背后暗藏多种病因。

一站式精准诊疗新选择

眩晕/前庭医学诊疗中心

整合了神经内科、耳鼻咽喉科、

临床心理科、心血管内科四科

专家联合问诊，打破传统分科

就诊局限性，通过前庭功能检

测、听力学检测、影像学评估等

多维度检查，精准诊断，创新一

体化模式。

“多次就诊仍无法明确病

因，常规检查未显示异常疑难

头晕、复合症状、慢性复发性头

晕患者等都需及时就诊。”张灏

提到，“前庭性偏头痛由于症状

非常不典型，容易误诊漏诊，该

病多发于过度劳累的年轻人，

如果出现头痛、呕吐、视觉听觉

异常等症状，需及时就诊。”

张灏说，重要的是针对不

同病因提供个性化方案。如耳

石症，最常采用的诊疗方式是

复位法，通过手法或者仪器将

耳内碳酸盐结晶复位。同时，

在眩晕/前庭医学诊疗中心还

开展反射性扫视、视觉脱敏、前

庭眼反射、视觉追踪等康复训

练，配有虚拟现实（VR）康复训

练系统等设施，帮助病人从被

动治疗转向主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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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科学家在《当代

生物学》期刊上发表研究

称，他们可仅通过一个人的

呼吸模式识别其身份，准确

率高达96.8%。

为验证这一想法，团队

开发一种轻便的可穿戴设

备，通过置于鼻孔下方的柔

软导管，连续 24 小时追踪

鼻部气流。研究发现，这些

呼吸“指纹”与个体的身体

质量指数、睡眠—清醒周

期、抑郁和焦虑水平，甚至

行为特征相关。人们习惯

上认为，焦虑或抑郁等会影

响呼吸方式，但呼吸方式或

许也能反过来塑造这些情

绪。因此，通过改变呼吸方

式来改善心理状态也是可

能的。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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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盛李琴）

“谢谢盛医生，我的脂肪肝得

救了。”前不久来复诊的 45 岁

张先生开心地和盛李琴医师

说。因为体检发现中度脂肪

肝，3 个月前，张先生来到嘉兴

市海盐县人民医院感染科盛

李琴医师处，开始在其“监督”

下调整生活方式。

饮食上，张先生用糙米替

代白米饭，增加蔬菜和优质蛋

白，同时戒酒；每日快走 40 分

钟，周末游泳 1 小时。3 个月

后，张先生体重下降 8 公斤，

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B 超显

示脂肪肝明显改善。

脂肪肝与 2 型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甚至可

能进展为肝癌。“早期干预是

关键，通过科学饮食与规律

运 动 ，脂 肪 肝 完 全 可 以 逆

转。”盛李琴指出，并给出以

下建议。

饮食调整，控制热量，优

化 营 养 。 一 是 每 日 减 少

500-1000卡热量，采用低能量

平 衡 饮 食 。 二 是 每 日 摄 入

1-1.5 克/千克体重的优质蛋

白，如蛋类、低脂牛奶、鱼类等，

以 增 强 饱 腹 感 并 维 持 肌 肉

量。三是补充维生素与矿物

质，多食新鲜蔬果，选择低糖

水果（如苹果、柠檬），避免高糖

水果（如榴莲）。四是控制精

制主食和甜品，可用根茎类食

物替代。五是减少高脂食物，

戒酒。加强有氧运动（快走、

游泳）、抗阻训练及柔韧性练

习相结合。每周至少 150 分

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运动时

心 率 达 到（220- 年 龄 ）×
60%-70%，以微微出汗为宜。

科学饮食+运动 脂肪肝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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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名片｜

张灏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运动神经元病诊疗中

心执行主任，神经内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专家门诊时间:

湖滨院区：

周一下午、周四上午

城北院区：

周一上午、周二上午

美国最新研究表明，广

泛应用于食品添加剂的赤

藓糖醇，会引发多重负面效

应：加剧氧化应激、干扰一

氧化氮信号传导、促进血管

收缩肽生成，并削弱脑部微

血管内皮细胞的溶栓能力。

赤藓糖醇甜度为蔗糖

的 60-80%，却几乎不含热

量，已成为常用添加剂。然

而随着研究深入，科学家发

现其“甜美”外表下可能暗

藏隐忧。欧美多项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血液中赤藓糖

醇浓度升高与心脑血管疾

病发生率存在正相关。研

究结果显示，暴露于赤藓糖

醇的血管细胞，其氧化应激

水平激增加了 75%，虽触发

抗氧化防御机制，但整体仍

处于失衡状态。 据人民网

一种常用代糖
可能损害脑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