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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医 药药中中
服中药不宜加糖

■本期解答专家

张双
双，市六
院成人康
复 科 主
任，主治
医师，毕
业于河南
中医药大
学，曾先
后进修于

郑州大学第一附医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康复科；多次参
加省内外康复专业学术会及
培训班，是河南省医院协会
第二届康复医学管理分会委
员；擅长诊治脑血管病引起
的偏瘫、失语、吞咽困难等
功能障碍以及脊髓损伤、骨
关节术后的功能康复。先后
被 评 为 漯 河 市 “ 十 佳 市
民”、漯河市第二届“十大
最美卫计人”等荣誉称号。

对许多患者来说，治好病
仅仅只是第一步。漫长的康复
之路是决定今后生活质量的关
键所在。很多人对康复医学并
不熟悉，本报记者邀请市六院
成人康复科主任张双双进行解
答。

“直到今天，很多人对康
复仍存有偏见。有人认为，康
复就是疗养；有人认为，声、
光、电、磁、热等理疗方式就
是康复。”张双双说，其实

“康复医学”的目的不是治愈
疾病，而是让病残个体得到最
大程度的功能恢复，其手段以
主动性康复训练为主，如物理
治疗、作业 （职业） 治疗、言
语治疗、心理治疗等，最大限
度地帮助患者改善身体和心灵
上存在的障碍，使患者尽可能
重获工作技能和独立生活的能
力，重返家庭和社会。换言
之，如果说临床医学让患者

“死而复生”，那么康复医学让
患 者 重 新 找 回 “ 生 命 的 尊
严”。对于脑梗死及时抢救治
疗的患者来说，如果不进行康
复治疗，只有少数患者可以恢
复步行能力，回到工作岗位。
如果及时进行康复治疗，90%
的脑卒中患者可以恢复步行和
自理生活，30%的患者能恢复

较轻的工作。
“ 康 复 医 学 涉 及 很 多 专

科，主要针对肢体功能障碍、
脏器功能障碍、亚健康和特殊
人群。”张双双介绍，肢体功
能障碍者包括神经系统损伤和
肌肉骨骼损伤患者，如脑卒中
（俗称中风）、脑外伤、脊髓损
伤、小儿脑瘫、外周神经损
伤、骨关节疾病和运动创伤、
关节置换术、矫形手术和截肢
患者等。脏器功能障碍患者包
括冠心病、高血压、心衰、糖
尿病、肾衰等内脏疾病，其他
的还包括复杂慢性疼痛、肿瘤
等疾病患者。特殊人群主要指
产后妇女和重症病人。

要保证患者及时接受康复
治疗，需要多学科密切合作，
建立较为完善的康复诊疗流
程。其中早期介入至关重要，
比如脑梗死的病人，发病三天
后就要开始床旁康复治疗；瘫
痪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一周后，
就要选择早期康复。及早介入
康复治疗，一些人的身体功能
甚至可以恢复如初，也将大幅
降低日后发生“大病”的几
率。“只有当康复医学被全民
所重视，我们才能真正拥有科
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张双双
说。 本报记者 刘彩霞

什么是康复医学 高血压患者
防疫期须注意的问题

抗疫期间，高血压患者该
注意些什么？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
区文超教授针对大家关心的以
下三个问题一一解惑。

问题1：高血压患者更易
感染新冠肺炎？

区文超指出，在疫情早
期，人们一度认为老年人比年
轻人和儿童更易感。但随着疫
情防控进展，目前认为新型冠
状病毒普遍易感，大家都要根
据指引做好防护。

问题2：居家隔离，高血
压患者如何管理好血压？

对于所有的高血压患者，
区文超建议首先要做好基础的
防控措施，隔离并治疗感染患
者，保护易感人群，做好日常
防护。

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隔
离的高血压患者要做好日常的
自我血压测量，坚持定期服
药。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就医不
便、药物配备短缺等情况，可
以通过网络诊疗的方式帮助解
决。同时，要消除对疫情过度
恐慌的心理，缓解焦虑情绪，
减少血压波动。

居家期间，如果血压出现
大波动并且伴随有相关症状，
可以在有效防护的情况下及时

到社区医院甚至二级以上医院
就诊。

居家隔离的患者还要注意
饮食调节，注意控制盐的摄
入，适当选择优质蛋白饮食，
多吃点蔬菜、补充维生素等。

问题3：面对疫情，高血
压 患 者 是 否 要 停 用 ACEI/
ARB？

最近，有高血压患者留意
到微信圈流传的某些信息，
称口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
剂 （ACEI） 或者血管紧张素
受体拮抗剂 （ARB） 可能会
增加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担
心是否需要停药或调整。

区文超解释，临床上常用
的降压药包括利尿剂、钙拮抗
剂 、 b 受 体 阻 滞 剂 、 ACEI/
ARB。目前多数心血管专家
仍倾向认为使用 ACEI/ARB
增加感染风险的依据不足。所
以, 在疫情防控期间，他建议
正在服用ACEI或ARB类药物
的高血压患者不应随便停药。

冬春交替正是高血压与心
脑血管病的高发季，擅自停药
或不恰当更换降压药且没有及
时监控好血压，容易增加风
险。若需调整用药，一定要在
医生指导下进行。

据《广州日报》

老年人更应注意防癌
健康健康 醒醒提提

随着年龄增加，人体肿瘤
“易感性”也增加。在癌症的
病因中有80%来自外界致癌因
素，其中大部分是化学性致癌
因素，人们生活、工作中，或
多或少地会接触致癌因子。老
年人年龄越大，接触时间越
长，患癌的机会越大，接受致
癌毒物量越大。所以癌症的发
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

步入老年以后，随着全身
器官功能和免疫系统功能的减
退，人体对肿瘤细胞的免疫监
视和清除作用会降低，比年轻
人更容易受到各种外界致癌因
素的影响，使得肿瘤有机会发
生和发展。

老年人无症状的潜伏肿瘤
较多，年龄越大，潜伏肿瘤越

多。“无症状”也不是绝对
的，很可能是肿瘤症状被其他
老年性疾病所掩盖。如肺癌的
咳、痰、喘症状可能被老慢
支、肺气肿、慢阻肺等疾病所
掩盖。肠癌的便秘症状可能被
老年习惯性便秘所掩盖。骨肿
瘤可表现为关节疼痛和骨质疏
松，容易被误认为是老年退行
性关节炎或风湿病。颅内肿瘤
可表现为头痛、头晕、偏瘫，
容易被误认为是老年人的中
风。

肿瘤常见早期预警症状：
持续性声嘶、干咳、痰中带
血；消瘦、贫血或大便习惯改
变、大便带血；吞咽困难胸骨
后不适感；头痛、耳鸣、听力
下降、鼻咽分泌物带血；无痛

性血尿；身体表浅部位出现异
常肿块；体表黑痣或疣色泽改
变和增大；皮肤黏膜溃疡不
愈；不明原因的发热；不规
则、不正常阴道出血。

老年人应提高警惕，当身
体出现不适时，不要简单地认
为是衰老或其他疾病引起，应
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以免耽
误病情。最好能定期检查身
体，及早发现潜在的肿瘤病
灶。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三分
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
一的癌症可以早期发现并治
愈。所以，即使确诊患癌，也
不要恐惧，应及时到医院接受
合理治疗。

据《新民晚报》

中药汤剂是中医临床用于
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汤剂的
疗效除了与药物的质量好坏，
是否对证及煎煮方法是否得当
有关，服用方法对疗效也有很
大的影响。清代著名医学家徐
灵胎曾说：“病之愈不愈，不
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
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反而
有害。”只有按照正确的方法
服用中药汤剂，才能保证充分
发挥其独特作用，从而有效地
预防和治疗疾病。

中药煎成汤剂后一般味道

甚苦，常令人难以下咽。为了
掩盖汤剂的苦味，有些人尤其
是小孩会在服用中药汤剂时加
点糖，使汤剂变甜，从而易于
服用。其实，中药汤剂加糖服
并不科学。

中药有寒、热、温、凉四
气和辛、甘、酸、苦、咸五味
之说。中药的苦味有发汗、退
热、健胃、助消化、镇痛等作
用。中药煎成汤剂，绝大多数
带有苦味，这种苦味与药物结
合能起到协调治疗疾病的作
用。有些健胃、助消化的中药

就是利用其苦味来刺激味觉，
引起消化腺分泌增多，从而增
进食欲而产生的健胃等作用。
如果服用汤剂时加糖，这种作
用就不复存在，也就失去了健
胃、助消化的功效。有些治疗
胃炎、消化道溃疡的中药是通
过抑制胃酸分泌来起作用，加
糖反而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多，
既影响药物的疗效，还会使病
情加重，如胃炎、十二指肠炎
患者摄入糖后会出现烧心等不
适。

晚综

利用椅子健身健美

长假一过，很多人都胖
了。运动就同饮食一样，不应
有所偏颇。可以增强耐力的运
动要做、能够强化肌力的运动
要做、提高柔软度的运动也不
可忽略；三者必须均衡为之，
才能够增加整体的体力，使我
们迈向常“瘦”健康的目标。
坐在椅子上做运动，可以减轻
身体的负担，老是觉得自己没
体力、做不了的人更可以大胆
尝试。

推荐一款“柔软度”体
操，可以避免肌肉僵硬。

上身往前倾，让膝盖顶住
腋窝，腋下像被撑住一样，颈
部放松，自然垂下。用手指由
前往后爬行，放松颈背和肩膀。

双脚打直，将双手慢慢地
从膝盖滑到脚踝，脚趾往前爬
行，改善并维持身体后侧肌肉
和肌腱的“柔软度”，身体不
再紧绷僵硬。

双膝弯曲，右手沿左膝外

侧下滑至脚趾，左手与右手击
掌后划向天花板，做身体旋转
之伸展；重复十次后换边。

双膝弯曲合并，想象骑在
马背上左右开弓射箭，增加躯
干之旋转角度。

保持健康不应只是一时兴
起，要从生活中培养成运动的
好习惯，才能够打造易瘦体
质。每天五到十分钟的“微运
动”就是很好的开始，让你可
以有效利用零碎时间，也可以
很轻松地把运动变成生活习
惯。 晚综

健康健康 识识知知

颈椎保健知识

1.平时注意颈椎保暖，不
要用电风扇和空调直接吹，乘
车或运动时注意颈部保护，避
免急拐弯、急刹车或突然转颈。

2.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保持
头颈正确的姿势，不要偏头耸
肩，看书、操作电脑时要正面
注视，保持脊柱的正直。

3.尽可能少坐多动。注意
加强颈肩部肌肉的锻炼，可做
一做头及双上肢的前屈、后伸
及旋转运动，既可缓解疲劳，
又能使肌肉发达，韧度增强，
有利于颈段脊柱的稳定性，增
强颈肩顺应颈部突然变化的能
力。 晚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