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人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16日下午，记者在中州假日酒店见到了汪

忠镐院士，虽然已是古稀之年，头发花白，但仍
然精神矍铄。当提起胃食管反流病，提起自己
苦心孤诣的研究，汪院士立即变得神采飞扬。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病人就是最好的教
科书。”

当天下午，慕名而来的朱女士刚一坐
下，汪院士就认真询问病情，查看病历，并和
助手探讨起治疗方法。“那时候什么都不想
要，只希望自己能够顺畅的呼吸。”朱女士
说，10 年前因患感冒，咳嗽持续达两个月引
起哮喘，每天晚上三四点钟就会觉得呼吸不
顺畅，根本吐不出气。平时不吃饭的时候会
好一点，走路过快就会喘不过气，连想要出
去和家人一起游玩也成了奢望。听到朱女
士的描述后汪忠镐院士说：“我完全能够理
解她那种呼吸不顺畅的感觉，因为我也受过
这样的折磨。”

由哮喘到胃食管反流病
院士也遭遇误诊

2004年，汪忠镐院士出现不明原因流涕，
最初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不久，渐渐出现
和睡眠进食相关的咳嗽、咳痰、气短、呼吸困难
以至窒息，这些属于典型的哮喘症状，呼吸科专
家理所当然地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常规治疗
后，症状稍微缓解，他就出院投入了工作。但
是，咳喘屡屡发作，以至5次以支气管哮喘大发

作急诊入院，强烈的窒息感折磨着他。
凭着多年的行医经验，汪忠镐院士坚信自

己不是哮喘病。一次聚会中，经一位外国学者
提示，汪院士觉得自己的症状很可能属于胃食
管反流病。接下来，一系列的检查结果证实了
诊断。他终于明白，困扰自己一年多的致命性
呼吸困难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一种最严重
的呼吸道并发症——喉痉挛。通过在国外实
施腹腔镜下胃底折叠术后，“哮喘”症状很快
消失了。

“治好了自己，我还想把和我得一样病的人
治好。”汪忠镐的想法得到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
院的支持。不久，全国首家胃食管反流病中心
宣告成立。随后，汪忠镐院士提出了“胃食管喉
气管综合征”的创新理论，并完善诊断标准，摸
索出药物、内镜射频及腹腔镜手术相结合等治
疗方法。

精神压力大、不规则饮食
易患胃食管反流病

胃食管反流病，是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
入食管引起反酸、烧心、胸痛等症状或食管黏膜
损伤。据研究，由于紧张的工作、频繁的应酬、
三餐不定时等原因，胃食管反流病发病率正在
悄然上升，大约每100人中就有7至9人患上此
病。然而，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知率并不高，虽
然很多患者长期受胃食管反流病困扰，但主动
就诊的只是少数，得到正确诊治的患者更是少
之又少。

“工作节奏加快、不规律的饮食、强大的

精神压力等都可能成为诱发该病的因素。”汪
忠镐介绍说，出现反酸、烧心和胸痛这三大

“典型症状”时，诊断并不难，但临床上遇到
的一些重症患者并没有这些典型症状，表现
多样，误诊的情况屡屡发生。因此他呼吁，出
现频繁的典型症状，要及早到专科门诊确诊，
对症下药。

我省首个
胃食管反流病治疗中心接诊
2009年 7月，中科院院士汪忠镐教授来到

郑大四附院，就胃食管反流疾病和血管外科的
医疗、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工作给予指导。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胃食管反流治疗中心已
于今年3月份正式成立，并收治病人，目前已成
功实施了一例周围血管外科手术。

“胃食管反流病人可根据自身的情况通过
保守治疗、介入治疗或腔镜下胃底折叠手术进
行治疗。”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王
洪涛主任介绍。据了解，胃食管反流治疗中心
和周围血管外科都是由汪忠镐院士统一指导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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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健康·重磅 B03

“一位病人，一本书”
——汪忠镐院士与胃食管反流病研究

一位在血管外科卓有建树的大家，一个把病人看得比自己
还重要的医者，近年来却心无旁骛，把研究目标转向自己曾被误
诊的胃食管反流病，用拓荒者的执著，用大医的精诚，全力推动
了国内相关专科的研究和治疗水平。

16日下午，趁着汪忠镐院士参加三月三拜祖大典的间隙，记
者对他进行了深入采访。

世博会距今开幕还有13天，人们对这一天
的到来充满了期待，无一不想亲临上海观看这
一盛大的开幕，感受来自全世界的喜悦。自
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展览会以来，已先
后举办过40届，上海是第41届，也是中国第一
次举办世界博览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成为
此次世博会开展的主题，以“安全健康”为核心，
从公共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医疗安全、气
象安全等五方面向公众展示科技创新为世博会
安全、有序地运行所提供技术保障。为了更好
地支持上海世博会，我们应从自身做起，健康生
活，健康世博。

健康饮食很重要
外出游玩体力消耗较大，身体内所需的能

量和各种营养物质较多，所以旅游中的饮食是
保健的重点。在饮食安全方面应注意按规律就
餐，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及时补充好营养食品的
同时也要保证水分的补充，多喝富含营养的杏
仁露、椰子汁、浓缩橙汁等饮料。补充维生素
时，可适当购买含维生素丰富的葡萄、苹果、柑
橘等。除此之外，不要忘记补充蛋白质，要多吃
炒蛋、红烧鱼、牛奶和面包等，以补充劳累后的
身体消耗。

外出就餐应学会鉴别饮食店卫生是否合

格。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清洁的水源、消毒设
备，食品原料是否新鲜，有无蚊蝇、防尘设备，周
围环境情况如何。

生活细节很关键
有专家提醒前往上海亲临世博会的朋

友，外出前应提前几天听天气预报。注意天
气变化，做好健康防御措施。春天气候多变，
乍暖还寒，要带足衣服。“此时的天气，利于
病菌滋生，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明显增多，
特别是流感、百日咳、白喉、咽喉炎、扁桃体
炎和猩红热等呼吸道传染病。因此，一定要

注意防范。”同时可准备戴防风镜和墨镜，对
眼睛起到保护作用。

“外出时鞋子应选用轻便、无跟防滑和高弹
性的运动鞋，大小要合适，以免影响血液流通，
防止脚趾挤伤和脚底麻木不适。”专家还建议，
休息前用热水洗脚可使毛细血管扩张，促进足
部血液循环，还可使皮脂腺的分泌和毛孔散热
作用恢复正常。

同时，专家强调，量力而行。“不能乐而忘
返，造成过度疲劳。如果出现心悸、乏力多汗、
头晕眼花等症状，应尽早休息，切忌勉强。”

亚飞

误区一“视力定型”后无须保护
目前，最重视视力保护的是青少年及其家

长，在二三十岁以上的成年近视患者中，连续
疲劳用眼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更有 60多岁因
为大量近距离用眼导致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很多近视患
者存在用眼卫生的误区，他们认为，视力也会
随着身体发育的结束而定型，定型后视力问题
就不会再恶化，所以也无须太关注视力保护。
实际上视力是不会定型的。根据统计由于不
注意保护眼睛，进行过度用眼的学习或工作，
成年后容易导致人近视复发和发展。所以不
管什么时候都应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误区二 眼镜不存在“超期服役”
很多人戴了眼镜之后不用到坏就不会

换。据了解，在使用树脂镜片眼镜的公众中，

35%的受访者平均一年或更短时间内更换一副
眼镜，35.9%的受访者平均两年左右更换一副眼
镜，29.2%的受访者每3年或更长时间更换一副
眼镜，36.4%的受访者在眼镜用坏的情况下才更
换眼镜。对学生而言，不管是戴树脂镜片还是
戴玻璃镜片都最好半年至一年复查一次，以确
保所配的眼镜适合目前的屈光状态。一般 25
岁以上的患者，可两年左右重新复查验光一
次。因此，眼镜不存在“超期服役”这一说，按时
更换眼镜才是对眼睛的正确保护。

误区三 配眼镜去不去医院无所谓
调查发现，公众对镜片质量的重视程度仅

次于验光。有 9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镜片质
量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并不知晓
如何辨识和保障所购买镜片的质量，超过三成
的消费者只将希望寄托在眼镜店和营业员身

上。镜片质量固然重要，但验光也重要。近视
患者应到正规的眼科医院进行医学验光，在确
保视力准确的情况下戴镜才能起到矫正的效
果，否则度数会越戴越深。 亚飞

安全健康迎接世博

生活中，人们需要眼睛
的帮助，可是眼睛累了也需
要我们的帮助。一些学生
喜欢边走路边看书，有的甚
至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一看
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只顾自
己高兴，眼睛累了也不管，
这种坏习惯久而久之就形
成了近视。防治近视该如
何做，我们都有一定的了
解，可是还有三个误区必须
注意。

汪忠镐简介：中国科学院
医学和生命学部院士，是我国
血管外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现任首都医科大学胸心血管外
科学系顾问和血管研究所所
长，兼任第二炮兵总医院名誉
院长及其胃食管反流中心和血
管外科主任，任中华医学会外
科分会血管学组终身名誉组长
等。1961 年上海医学院毕业，
先后为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安
贞医院、邮电部总医院、浙江大
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等创立了血管外科专
业。擅长各种血管疾病的手术
和腔内治疗，开拓了胃食管反
流-呼吸综合征和哮喘的治疗，
在布加综合征上做了举世瞩目
的贡献，为解决静脉代用品问
题所做的人工血管内皮化研究
和以细胞种植治疗肢体缺血，
以及大动脉炎、颈动脉体瘤、血
管腔内技术、胃食管反流等工
作达到国际水平。

专家在与来访者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