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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治疗乙肝“难于上青天”，费时费
力还费钱。其实，随着医学的发展，与乙
肝的斗争虽是场硬仗，但却没有那么可
怕。10月 19日~24日，“中国肝健康保障
工程 乙肝疑难病专场会诊”期间，组委会
专家发现很多乙肝疑难病患者在“肝病诊
疗新模式”下，围绕“整体把握、精准突
破”，真正做到因病施治、因人施治的个性
化治疗，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治疗效果。

乙肝疑难病百人康复计划启动
10月 22日，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

莅临现场指导，他表示，希望这种新的、精
细化的治疗模式能造福更多肝病患者。

肝工程组委会于 25日在河南省医药科学
研究院附属医院启动“乙肝疑难病百人
康复计划”。10月 25日~31日，面向全省
征集 100名乙肝疑难病患者，由工程组委
会专家（原北京302医院陈德永教授、原上
海瑞金医院叶诚正教授等）为每位患者量
身定制康复计划。

轻检查、重治疗 患者误诊很受伤
“过去检测手段落后，没深入了解病

情就盲目治疗，让不少患者很受伤。”河南
省医药科学研究院附属医院高子敏主任
介绍说，通过对疑难病患者进行病毒
YMDD检测和病毒变异芯片检测，发现近

八成肝病患者体内病毒发生变异耐药。
与国外肝病治疗相比，国内重治疗、

轻检查。本次惠民诊疗中应用检测手段
病毒YMDD检测，可精准查出患者体内的
病毒数量、是否复制、对何种药物耐药、对
何种药物敏感等。在这些数据的指导下
开方配药，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避免走
弯路。

肝病诊疗新模式 打破难治瓶颈
“这次治疗和以往不一样，感觉科学

成分含量很高。”“本来不太抱希望的，但
按照专家制订的方案治疗，效果出乎意料
得好。”“要不是我亲身体验，我怎么也不

相信。”前几天参与会诊的患者，对这次新
的治疗模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通过详细检查，结合每个人的病情
和体质，采用以新技术为主的综合疗法，
治肝成效十分显著。”高子敏主任说，不少
10年多的老肝病患者在新模式的治疗下，
各项指标都有好转。工程(河南站)负责人
提醒广大肝病患者，活动期间，还可享检
查费、治疗费多项援助，申请援助成功后，
将获得一年12000元的治疗补贴。
蒋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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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怕寒、心怕咸、肾怕肉、肝怕胖

身体各器官最忌讳啥

胃：怕“寒”有胃肠疾病的人都
知道，当胃肠不适时，抱个热水袋捂
一会儿就会舒服些。寒冷之物会引
起胃肠的不适，是因为寒冷会使胃肠
的血管收缩，影响食物透过消化道的
黏膜化生为血液。胃痛、腹部不适，
消化能力降低，这时进食生冷食物就
会引起或者加重胃部不舒服症状。

心脏：怕“咸”食盐过多，会导致
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病率提高。除了
食盐，味精、酱油中也含有盐，使用过
量，都会导致摄盐量超标。

所以，一天吃盐6g以内，相当于1
啤酒瓶盖的量。如果吃菜过咸，别忘
了多喝白开水。

肺：怕“烟”长期吸烟、长期身处
二手烟环境、工作中长期接触烟雾灰
尘等的人群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假
如一位烟民每天抽一包20支的烟，连
抽了 20年(一年算 365天)，就是 7300
包，那么他的吸烟指数就是 20×20=
400，“吸烟指数”>400就应被列入肺
癌风险人群了。

肾脏：怕“肉”经常应酬，大鱼大
肉，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超标。长
期的高蛋白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甚
至使肾脏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

蛋白质并不仅限于鸡蛋、牛奶，
各种肉类、海鲜以及豆类都含有较高
的蛋白质。成人每天摄入 60克到 80
克蛋白质就可以满足需求。每天吃
肉不要超过4两。

肝：怕“胖”脂肪肝已取代病毒
性肝炎，成为我国居民第一大肝脏疾
病。研究发现，肥胖的人的肝脏的老
化非常明显。控制饮食加上合理运
动，减肥、养肝，啥时开始都不晚。

肠道：怕“忍”大便中含有大量
细菌和毒素，不能长时间滞留于体
内。大便不及时排出，水分就会被肠
道反复吸收，从而导致大便干结，时
间一长就会导致便秘、肛裂、痔疮等
一系列肛肠疾病。所以，排便不要
忍，要坚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血管：怕“激”血管就像一个橡
皮水管，每到天冷时就会变脆，如果
水压增大就容易裂开，我们的血管也
是如此，尤其是中老年人，血管弹性
本身就比年轻人差，所以出现脑出血
等意外的概率更高。保护它，就要少
熬夜，多吃点血管“清道夫”，如山楂、
燕麦、黑木耳、金橘、茄子、红薯、大
蒜、洋葱等。

按中医顺时养生的理论来看，当前
防病的要点在于润燥养“肺”。张宏称，
中医所指的“肺”并非一个具体的脏器，
而是对应肺部在内的呼吸系统。日常

防燥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多喝水、多吃
新鲜蔬果，通过适当饮食来润燥养阴，
纠正经常熬夜吃辛辣等易致“阴虚火
旺”的不当起居和饮食习惯。

“乙肝疑难病百人康复计划”正式启动
征集100名乙肝患者，京沪专家量身定制康复方案

关键词：降温
解读：盲目“秋冻”或惹病

中医有“春捂秋冻”一说，认为秋天
降温时不必过早过多地添加衣物，而应
适当“冻一冻”，接受耐寒锻炼。

“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针对健康处
于良好状态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盲目

‘秋冻’，不但达不到防病强身的目的，
后果还可能很严重。”专家提醒，像有哮
喘“前科”的人，受寒易出现呼吸道痉
挛，进而引发咳嗽，导致哮喘复发；而有
高血压或是心脑血管病患者，若盲目挨
冻，易引起血管收缩、血流不畅、血压骤
升，诱发中风、心梗等心脑血管意外事
件；而关节病患者遇寒可出现关节囊充
血，疼痛加重、行动不便。因此，能不能
冻、该不该冻，还是要因人而异、量力而
行，不要不分身体状况而盲目追求“秋
冻”，“冻过头”反惹病上身。

关键词：干燥
解读：补水并非越多越好

秋冬季节，不少人常感到皮肤瘙
痒。晚上就寝时，脱下外衣就会不由自
主地伸手抓挠，甚至会把皮肤抓破，这
是典型的“秋燥”症状。

天干物燥，喝水是最简单实用的防
燥办法，但专家提醒称，对于不同身体条
件的人，并非所有人都多多益善。比如，
对于心脏功能不好的人，喝水量增大，心
脏负荷会随之加大，每天如果水喝得太
多，严重的甚至有诱发心衰的风险。

原则上，补水应“量出而入”。可每个
人基本都不会去细算自己每天通过尿液
和皮肤散发掉的水分，很难清楚自己该如
何“量出而入”。这儿有个标准：平时不处
于运动状态的人，每天补水量保持在
1000~1500毫升即可，运动或流汗多时可
增加到2000毫升，而感冒时则应适当再增

多点。另外，每天喝水应少量多次，每次
100~200毫升就足够了。

关键词：中风
解读：学会监测“生命数据”

秋冬之交天气变凉，由于皮肤和皮
下组织血管收缩，周围血管阻力增大，导
致血压升高。寒冷还会引起冠状动脉痉
挛，直接影响心脏血液供应，诱发心绞痛
或心肌梗塞。脑力工作繁重者，体育锻
炼相对不足，也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
等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原发疾病。因此
在这一时节，相关人群应坚持进行力所
能及的体育锻炼，防止进食过饱，积极防
治感冒等。平时应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
所监测，对自己的“生命数据”（如血压、
脉搏等）有较好地了解，并注意先兆症
状。如发现突然眩晕、剧烈头痛、视物不
清、肢体麻木等，应及时去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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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秋冬之交，天气变化剧烈，随之而
来的一些常见病也进入高发期。
记者从郑州多家医院了解到，近
日呼吸道、胃肠道和皮肤科病人
明显增多。一些原来就患过慢性
支气管炎或哮喘的老病号，更因
此诱发旧病，日子过得很不安
生。“多事之秋”如何保健防病、防
患于未然？专家有话说。
郑报融媒记者 蒋晓蕾

冷雨、湿雾、冷空气接踵而至
呼吸道、胃肠道、皮肤科病人增多

多事之秋 防“病”于未然

现象
绵绵细雨 病患增多

“秋冬之交气候变化异常，天
气变化一旦超过人们身体的适
应范围，很容易诱发相关疾病。”
郑州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张宏
称，眼下天气变化多端，加之郑
州 近 段 时 间 雨 下 个 不 停 ，呼 吸
道、胃肠道和皮肤科病人明显增
多。平时体弱抵抗力不足，尤其
是本身就有各种基础病的人群
更是苦不堪言。

据张宏介绍，中医理论中，“风、寒、
暑、湿、燥、火”这六气本来是自然界六种
正常的气候变化，但若走向极端（太过或
是不及），极易成为诱病、致病的因素。

近期虽秋雨绵绵，但从中医的角度

来讲，秋主干燥，而“燥邪”可殃及皮肤、
呼吸系统或是消化系统，产生一系列的
不适反应。原本就患有慢阻肺、哮喘或
是支气管炎的老病号因抵抗力相对较
弱，外感“燥邪”更易诱发旧病。

分析 燥邪风寒 诱病高发

提醒 寒流频袭 润燥养“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