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脑卒中

健康话题
中风，大家一定都听过。其实，中风是一种中医说法，在现代医学里，

它更多地被称为脑卒中。什么是脑卒中？它的症状有哪些？又该如何预

防和治疗呢？2月23日，记者采访了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胡子成，请

他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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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国致死率第一的疾病是什
么吗？没错，答案正是脑卒中。这种急性
脑血管疾病已经称为威胁人类健康甚至
生命的“第一杀手”，需要我们时刻警惕、
多加了解、做好预防。

脑卒中可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

“脑卒中也称为中风，是脑血管在某
一部位突然堵塞或者破裂引起的疾病。”
胡子成说，依据血管是堵塞还是破裂，可
以将脑卒中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
种是缺血性卒中，即我们常说的脑梗死；
第二种是出血性卒中，包括脑出血和蛛网
膜下腔出血。

缺血性卒中是指脑供血动脉狭窄或
栓塞，使该动脉供血区的脑组织发生缺
血、坏死，脑细胞由于得不到血液中的氧
气和营养物质而死亡。就如同用于灌溉
的水渠被堵上了，需要灌溉的地得不到
水，植物就枯死了。

出血性卒中是指脑供血动脉破裂，血
液进入脑内和脑周围间隙中，血肿压迫周
围组织，造成脑细胞死亡。就如同主水管
破裂，水漫得到处都是，分水管里也没有
水流进去了。

脑卒中的症状主要包括突然出现的

口眼歪斜、言语不利、一侧肢体无力或不
灵活、行走不稳、剧烈头痛、恶心呕吐、意
识障碍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患者出现
上述症状后很快又恢复，此称为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TIA）。TIA 是中风的先兆症
状，提示近期可能会发生中风，因此发生
TIA也应立即就医，接受正规治疗，降低
中风发生的风险。

据统计，全世界每4个人中就有1个
人会发生卒中、每6秒钟就有1个人死于
卒中、每 6 秒钟就有 1 个人因卒中而残
疾。那么，哪些人是卒中的高危人群呢？
胡子成介绍，人们可以根据8项危险因素，
对照自测自己是否为卒中的高危人群。

“卒中危险因素包括有高血压病史或
正在服用降压药、房颤和心瓣膜病、吸烟、
血脂异常或未知、糖尿病、很少进行体育
活动、明显超重或肥胖、有脑卒中家族
史。其中，体育锻炼的标准是每周大于等
于3次、每次大于等于30分钟、持续时间
超过1年，从事中重度体力劳动可视为有
体育活动。”胡子成说。

以上8项因素，每出现一项得1分。脑
卒中风险评估大于等于3分，或既往有脑卒
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者，评定为高危
人群；脑卒中风险评估小于3分，但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心房颤动或瓣膜性心脏病等慢

性病之一者，评定为中危人群；脑卒中风险
评估小于3分，且无慢性病者为低危人群。

为了方便普通人更好地识别脑卒中，
有专家归纳了一个词语——中风 120。

“1”即看到1张不对称的脸；“2”即查两只
手臂是否单侧无力；“0”谐音“聆”，即聆听
讲话是否清晰。

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及时
发现卒中的早期症状极其重要，越早发
现，越早治疗，效果也就越好。那么，患上
脑卒中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治疗呢？

治疗缺血性卒中主要有静脉溶栓和
取栓两种方法

卒中患者中有80%是缺血性卒中，治
疗缺血性卒中最有效的治疗是及时开通
堵塞的血管，主要有静脉溶栓和取栓治疗
两种方法。

静脉溶栓即在静脉血管内应用溶解
血栓类的药物，以达到血管再通的目的。
溶栓的药物包括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
活剂（rt-PA）和尿激酶。rt-PA治疗的时
间窗为3.0-4.5小时，尿激酶治疗的时间
窗为6小时。取栓治疗是通过取栓支架
或抽吸导管，将堵塞血管的血栓取出。出
血性卒中一般以保守性治疗为主，如出血

量较大，则可选择外科手术治疗。
胡子成还告诉记者，当我们发现身

边有脑卒中患者发病时，应让患者就地
平卧，头偏向一侧，解开患者衣服最上
面的扣子，保证患者呼吸通畅，切记不
要用力拖拽转移患者，这样可能会给患
者造成损害；紧急拨打 120，等待急救，
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将患者送往医院就诊；如情况允
许，注意给患者检测并记录血压，不要
盲目给患者使用药物或食物，因为药物
选择不当会加重病情，吞咽困难会造成
患者气道堵塞。

由于脑卒中起病急、致死率高，往往
在发生时没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治
疗措施，所以对于脑卒中而言，预防远远
胜于治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注意清
淡饮食，适度增强体育锻炼，克服不良习
惯，如戒烟酒、避免久坐等，防止过度劳
累，注意天气变化，保持情绪稳定，定期进
行健康体检，发现问题早防早治。

同时，高血压患者还应注意控制高
血压；高血脂症患者应注意控制血脂；
糖尿病患者应积极控制血糖；房颤或有
其他心脏疾病患者，应控制心脏病相关
危险因素。有以上疾病的患者，应定期
到医院复诊。

识别脑卒中症状 阻挡“生命第一杀手”
○记者 王灿

区中医院

成功实施单孔腹腔镜
胆囊切除术

本报讯（记者 王灿）近日，记者从区中医院获悉，该院外一
科成功实施了一例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以更微创、更美观的
技术，为患者解决了疾病困扰。

据悉，患者是一名中年女性，因上腹部胀痛到区中医院进
行检查，确诊为胆囊息肉病变，患者合并有胆囊炎、胆囊息肉超
过 1cm，符合手术指征。在与患者沟通时，她强烈希望能选择
更微创美观的手术方式。经过讨论，区中医院外一科主任杨成
武认为，患者的条件达到了可以实施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
基本要求。征得患者同意后，杨成武主任带领科室手术团队为
患者施行了该手术，手术过程非常顺利，术后患者恢复好，满意
度很高。

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适用于胆囊良性病变、单纯胆囊结
石等患者。与传统的三孔或多孔腹腔镜手术相比，它的切口选
择在肚脐，使切口更隐蔽，术后更美观，更适用于爱美人士。常
规腹腔镜下操作器械形成一定角度，有利于腔镜下的操作，但单
孔操作时，器械在腹腔内操作受到限制，器官显露困难，更重要
的是需要克服各种操作器械“冲突”，这些都对手术医生的操作
技巧提出更高要求。这例手术的完成，标志着区中医院微创外
科迈上新台阶，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手术方式选择。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成功为82岁老人
完成冠脉支架植入术

本报讯（记者 王灿）日前，记者获悉，在重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心脏病专家的指导下，区中西医院结合医院心血管内
科介入团队成功为一名82岁老人完成冠脉支架植入术。

据悉，患者武某近两年胸前区反复出现阵发性压榨感、烧灼
感；发病与饮食、活动无明显关系；有时数日发病一次，有时一日
发病数次，发无定时，严重时长达数十分钟，苦不堪言。经过检
查，诊断为“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予以冠心病相关治疗后
病情稍有好转，但仍会反复发病。当听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已
成功开展冠脉造影及冠脉内支架植入术，且有重庆三甲医院的
心脏专家长期义诊并指导时，患者便在家属的陪同下前往该院
办理了住院手续并完善术前检查。

经过冠脉造影，显示患者第一对角支粗大，近中段弥漫性病
变，最狭窄处达到99%堵塞，血流TIMI1级，随时存在发生急性心
肌梗死的风险。根据检查结果，医生考虑到大对角支病变是患
者反复发病的罪魁祸首，病源较单一，患者虽然年龄较大，但身
体条件尚可接受冠脉内支架植入术。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
后，他们一致同意进行冠脉介入治疗。在冠脉介入手术中，患者
只植入了一枚2.5x29mm药物洗脱支架，整个手术时间不到1小
时，患者也始终处于清醒状态，无任何痛苦。术后第二日查房，
患者十分高兴地告诉医生术后再未发病、无任何不适。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廖永红告诉记者，冠脉
造影是冠心病诊断的“金标准”，冠脉支架植入术因其微创、无
痛、手术费用低、术后恢复快被越来越多的患者及家属所接受。
另外，高龄也不是冠脉介入手术的绝对禁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冠心病成为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心脑血管疾病至今
仍然是威胁老人健康的一大杀手，而冠脉支架植入术可快速解
除心脏血管的狭窄病变，提高冠心病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降低不
良心血管事件死亡风险，为冠心病老年患者生命健康提供了坚
实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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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重庆市合川区文明城区建设指导中心

近日，一个朋友告诉笔者，他最近
深受胃病的折磨，反反复复胃疼了好几
天，有一天还突然恶心呕吐起来，到医
院一检查，才知道是患上了急性胃炎。
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这位朋友三餐很
不规律，早餐基本不吃；午餐吃得很匆
忙；晚上还常常出去应酬，填饱肚子靠
的不是饭菜而是酒，长此以往，他自然
就被胃病盯上了。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的胃病患者越
来越多，并且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很

多人都听过“十人九胃病”这个说法，但
大多数人不以为意，觉得这是危言耸
听。他们认为，我平时胃也不经常疼、
也没经常吐，怎么可能有胃病呢？其
实，胃病的症状可不只有胃疼、呕吐。
饭量小、易饱；食欲差、三餐没有饥饿
感；饭前或饭中必须喝汤或喝水，不然
就难以下咽；口苦，口腔异味……这些
平时不被我们注意的小毛病，也是在提
醒我们——你的胃可能出现了问题。

和笔者的这位朋友一样，大多数胃

病患者都有饮食不规律、喜好烟酒、喜好
辛辣等习惯，受这些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影响，胃便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抗
议”。当然，面对胃的“抗议”，不同人也
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的人疼过了，知
道那种难受的滋味，便开始认认真真养
胃了；有的人却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
疼”，疼痛缓解了，又故态复萌，不按时吃
饭，天天端着酒杯要“大战三百回合”。
胃病本来就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调
养，健康生活者经过悉心调理加上科学

治疗，胃病也许会慢慢康复；而故态复萌
者，只能在疼痛的深渊里反复挣扎。

笔者认为，在忙碌的社会和快节奏
的生活方式下，我们更应该明白健康饮
食的重要，并且真正把健康饮食付诸行
动。即便工作再忙，三餐一定要按时
吃；饮食要规律，不要暴饮暴食、刻意节
食；清淡饮食，尽量少吃油腻、辛辣、生
冷、过烫的食物；戒烟戒酒，膳食合理搭
配；应酬不一定要在酒桌上，约着一起
打打球、喝喝茶，不也是一种很好的沟
通方式吗？

胃是一个“聪明”的器官，只要我们
对它好，它就能够感受到，自然也不会
拿疾病来折磨我们；如果我们对它漠不
关心或者经常去“刺激”它，那可就要做
好承受疼痛和疾病的准备了！

健康饮食 打好“保胃战”
○王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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