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

相关链接

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三多一少”，即多饮，多尿，多食，消瘦

您家孩子是“小糖人”吗

糖尿病为何常伴有心脏病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刘龙诞说，从临床上接诊的糖尿病人来看，不少
人同时伴有冠心病。这些病人病情更难控制，
愈后也差。

研究表明，糖尿病与冠心病这两类分属不
同专科的疾病极有可能是由共同的病因所引起
的，且两者的病理过程也相互影响。

冠心病又称缺血性心脏病，引起心肌缺血
最主要、最常见的病因是冠状动脉狭窄，而冠状
动脉狭窄的主要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冠
心病是心肌缺血的“罪魁祸首”。糖尿病是以糖
代谢障碍为主，同时伴有蛋白、脂肪的代谢障
碍，甚至还可以有水、盐代谢和酸、碱代谢失
调。以上这些代谢障碍是发生动脉硬化的基
础，故糖尿病患者容易产生动脉硬化症，使心血
管壁增厚，管腔变窄，常引起血液循环障碍，导
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除了冠心病外，糖尿病患者发生脑血管病、
肾血管病及周围动脉血管病的危险均显著增
加，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是非糖
尿病患者的2～4倍。

很多人以为糖尿病离自己很远，
离自己的孩子更远。其实这个“富贵
病”已在一些孩子中“开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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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小糖人”的诱因
“Ⅰ型糖尿病主要发生于儿童少年，发病

原因主要是遗传因素和病毒感染，而Ⅱ型糖
尿病主要是发生于有糖尿病家族史的成年
人，但近些年来也发现有少年儿童发生Ⅱ型
糖尿病的，究其原因除遗传因素外，主要与饮
食偏食而失去平衡，过食高热量食品，又缺乏
活动造成过度肥胖所致”。郑州市中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张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肥胖
导致脂肪细胞、肝细胞、肌肉等靶细胞受体数
目和亲和力降低，对胰岛素不敏感，从而产生
胰岛素抵抗，诱发糖尿病。

专家认为，肥胖“小糖人”的出现，主要是
因为目前城市儿童和青少年生活习惯不良所
造成的。在饮食上，以洋快餐、软饮料为主的
儿童流行食品，造成了儿童和青少年饮食高
脂、高热、高糖的特点。部分儿童偏食习惯也
是造成他们的营养摄入严重不均衡的原因；
同时，青少年课业压力较大，运动量明显偏
少，造成体重增加，体质下降，使身体成长过
程当中糖代谢不正常。

儿童糖尿病发生的前兆
郑纺机医院内科主任李克明介绍，糖尿

病的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即多饮，多尿，
多食，消瘦。但由于人们对青少年糖尿病的
认知非常有限，因此提醒家长，对孩子出现的
一些异常反应要有足够的重视，对糖尿病发
病前兆需充分了解：

第一，孩子在一段时期内出现小便频繁
现象，或是多年不尿床的孩子多次出现尿床
现象。

第二，频繁出现口渴现象，甚至夜间多次
起床喝水。

第三，突然消瘦。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
期，体重应该连续稳定上升，但突然出现体重
下降情况，家长要警惕。

第四，疲乏无力。孩子本来处于精力较
为旺盛的生长发育期，应该多动，但突然在一
段时间内精神较为委靡，就有可能是糖尿病
前兆。

第五，饭量大增。这个特点很容易被忽
略。

第六，易感染。孩子一些伤口反复出现
感染情况，久不愈合。

糖尿病“青睐”的孩子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冯志海副主

任医师认为，了解孩子是否属于高危人群，对
预防和治疗儿童糖尿病很重要。以下儿童

“涉糖”概率较高：
第一，直系亲属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

有较强的遗传因素，父母患病其孩子得病概
率会高很多。

第二，处于肥胖、超重状态。肥胖是Ⅱ型
糖尿病的重要原因，因此，处于这个状态的孩
子一定要注意控制体重和饮食。

第三，巨大儿。有糖尿病家族史，出生时
是巨大儿，以后患糖尿病的概率要大得多。

第四，极度营养不良的孩子。
第五，孩子直系亲属是高血压、冠心病患

者，其后代患糖尿病概率也更高。
最后，专家提醒，如果孩子处于这些高危

状态人群中，家长就应定期带孩子去内分泌
科做一些检查，比如监测血糖、尿糖、血脂、血
压等指标，以便早期发现和控制。

冬季如何安全“抗糖”
进入冬季后，“小糖人”和“老糖友们”应该

怎样保护自己？张勇主任说，冬季由于寒冷的
刺激使身体产生应激反应，易造成血糖的升高，
寒冷的气候又会使人体御寒所需要的能量增
加，从而刺激食欲上升，冬季的严寒还使得患者
户外活动减少，同时寒冷的气候还会诱发或加
重糖尿病患者感染性疾病或心、脑、肾等并发
症。因此，在冬季寒冷的日子里，对糖尿病患者
治疗护理的意义十分重要。

张勇主任解释，冬季糖尿病患者应注意加
强对血糖的监控；严格执行医生制定的饮食计
划，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对饮食控制的松
懈情绪，更忌暴饮暴食；在运动方面，既应保持
一贯的运动习惯，又要充分考虑冬季气候的特
点，可以在太阳出来后做户外运动，夕阳西下之
前结束锻炼，为避免气候严寒时的寒冷刺激，可
改户外活动为室内活动，有心、脑、肾、高血压等
慢性并发症的患者则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运动，并
注意饭前不要运动，以避免发生低血糖。

专家提示，糖尿病患者的抵抗力大多较为
低下，冬季外出时一定要认真做好防寒事宜，以
免发生呼吸道感染及手足冻伤，而感染的应激
性反应会使血糖升高或诱发酮症酸中毒等急性
并发症；手足的冻伤又可能导致原有的或潜在
的周围神经血管的病变加重或发作，严重的可
导致组织坏疽的后果。尤其是要重视足部的保
暖，每晚可用温水泡脚，以加速局部的血液循
环，促进组织代谢，保持足部滋润，并可使用润
肤油涂抹，避免皮肤干燥开裂，这样可提高皮肤
的抵抗力。由于糖尿病人伤口容易感染，保证
皮肤的完整性很重要，一旦出现冻伤裂口，要及
时到医院就医，防止感染。

以上这些事项无论对“小糖人”或“老糖友”
都很重要。

糖尿病名字的由来
糖尿病是以血液中的葡萄糖（简称血糖）浓

度持续增高为特征的代谢性内分泌疾病，其症
状特点主要是血糖过高导致的尿糖、多尿、多
饮、多食、消瘦、疲乏，以及一系列慢性并发症。
糖尿病又是一个古老的疾病。早在公元前400
年，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就将糖尿
病称作“消渴病”，并记载了本病的病因病机，汉
代名医张仲景初步完善了本病的症候分类，治
疗原则，并提出了治疗方剂，这些在《金匮要略》
中均有记载。此后历代中医学家对消渴病（糖
尿病）的治疗学皆有充实、发展。至明清对本病
的病因病机、症候分类、治疗方法，其中包括饮
食、运动、药物、针灸、推拿按摩等渐趋完善。建
国后，尤其是近20年来，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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