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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小翔 通

讯员 陈雨虹 孙金铭 郑莎）

有媒体报道，音乐人方大同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去世，享年

41 岁。方大同的代表作有《红

豆》《爱爱爱》《三人游》等。据

报道，此前他曾因劳累过度，

出现气胸数度入院治疗。气

胸会致命吗？该如何预防和

治疗？

“气胸本身不是急性致死

性疾病。”浙江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叶健主任医师表示，情绪

激动、长期吸烟、作息不规律、

长期熬夜等都是高危因素。

气 胸 依 据 形 成

原 因 分 自 发 性 气 胸

和 继 发 性 气 胸 。 自

发 性 气 胸 主 要 发 生

在青壮年，尤其倾向

瘦高体型，另外也常

见长期吸烟人群，患

有慢性支气管炎、支

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的老年人。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陈晔表示，中青年人群得气胸

有几种可能性，首先是肺部本

身就有肺大疱基础。此外，身

材比较瘦，工作强度高时，胸

肌牵拉导致肺部受损。作为

专业歌手，工作强度很大，过

度劳累可能削弱免疫力及组

织修复能力，使肺部弹性下

降，肺泡或肺大疱更易受损破

裂。当然，也不排除先天性遗

传性肺部疾病得可能。

对于气胸治疗，常规手段

就是排气疗法、胸腔闭式引流

术，但治标不治本，所以从源

头上解决才是关键。

“年纪大的老慢支、肺气

肿患者存在多发肺大疱情况，

相对治疗难度大。”浙江医院

胸外科主任祝鑫海主任医师

告诉记者，近年来，科室每年

开展五六十例单孔无管胸腔

镜微创肺大疱摘除手术，已经

非常成熟，患者损伤小，出血

少，成为很好的解决方案。

对于气胸高危人群，叶健

建议，应合理控制体力负荷。

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或

重体力劳动，如用力屏气等。

规律进行有氧运动以提高肺

活量。保证营养均衡，摄入富

含蛋白质、维生素的食物。定

期筛查与风险监测。调整生

活方式。避免熬夜、长期精神

紧张，减轻全身性消耗。

气胸起病急，严重时也可

危及生命，一旦怀疑气胸，务

必立即就诊，及时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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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介

绍，为了在孩子出生前治疗

一种遗传性运动神经元疾

病，一名两岁半女孩的母亲

曾在孕晚期服用基因靶向

药物，女孩出生后继续服用

该药。目前女孩未出现有

关 这 种 遗 传 病 的 任 何 症

状。论文称，这是全球首次

在子宫内有效治疗遗传病。

脊髓性肌萎缩症会影

响运动神经元，是造成婴幼

儿死亡的主要遗传性疾病

之一。此前，脊髓性肌萎缩

症的治疗都是在患儿出生

后进行的。研究团队认为，

这次治疗的成功可能为在

出生前治疗其他遗传疾病

铺平道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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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徐尤佳）
近日，河南一位 52 岁女子因

跳“断头舞”走红网络。视频

中，她的头部快速左右甩动、

扭转，动作丝滑，网友直呼“灵

活度拉满”。当事人称，自己

是苦练半年才掌握技巧。

杭州市中医院推拿科专

家提醒：颈椎不是“机械轴”，

高风险的“断头舞”暗藏隐患。

这种颈部运动首当其冲是

对颈椎间盘冲击，当颈椎快速

扭转时，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可

达平日 2-3 倍，易导致纤维环

撕裂、髓核突出。其次，类似的

运动会对颈部神经血管造成高

风险。最后，类似运动对中老

年群体更是弊大于利。尤其是

50岁后的人群，颈椎退变加速，

骨质增生、韧带钙化、椎间隙狭

窄等问题普遍存在，大幅甩头

无异于“雪上加霜”。

“断头舞”还可能造成急

性损伤、慢性劳损，骨质疏松

患者甩头产生的剪切力易引

发椎体压缩性骨折。高血压、

动脉硬化者剧烈动作可能导

致椎动脉斑块脱落，诱发脑

梗。脊髓型颈椎病患者任何

颈部过度活动都可能造成不

可逆的神经损伤。

专家给出科学护颈“三要

三不要”的建议。要温和拉

伸：缓慢左右侧屈（耳朵找肩

膀）、前后点头，每个动作保持

5 秒，重复 3-5 次。要强化肌

肉：双手交叉置于后脑勺，头

部向后用力与手对抗，维持 5
秒。要整体协调：游泳、八段

锦、太极拳等全身性运动可改

善颈椎供血。

不要快速甩头、360 度旋

转、过度后仰（“望月式”）等。

不要盲目模仿网红舞蹈，尤其

合并颈椎病史、头晕手麻症状

者。不要“暴力推拿”：颈部正

骨必须由专业医师结合影像

学资料+评估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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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动物实验发现，常用于治

疗高血压的药物氨氯地平

能显著缓解注意力缺陷多

动障碍（俗称多动症）的症

状，有望成为更有效、更安

全的多动症药物。

英国萨里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用患有多动症

的实验鼠测试了 5 种候选

药物，发现只有氨氯地平能

显著减轻实验鼠过度活跃

的症状。问卷调查显示，遗

传上多动症风险较高的高

血压患者，如果平时使用氨

氯地平，情绪起落和危险行

为较少。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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