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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 防 治

晚报讯 炎炎夏日，邀上三五知己
好友，外出吃烧烤，啤酒畅饮，当真是别
有一番滋味！不过，过嘴瘾的同时，也
要当心了——一旦摄入过多高嘌呤，容
易导致痛风发作。近期，南通六院痛风
专病门诊的患者就比往常多了很多。

痛风，被称为“天下第一痛”，是指
高尿酸血症患者（大多数无症状）在各
种诱因下，导致原本沉积在关节的晶体
在体内发生急性炎性反应的情况。高
尿酸血症是指正常嘌呤饮食状态下，非
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SUA）水平＞
420μmol/L。发作时，患者会出现局
部关节的突然疼痛、压痛、发红、发热和
肿胀等症状，严重时足以让人痛到撕心
裂肺，甚至怀疑人生。

南通六院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杨
镇嘉介绍，痛风进展一般分为四个病理
生理阶段：高尿酸血症的发展，血尿酸
水平控制不佳，长期处于升高状态；尿
酸盐晶体的沉积，约25％的高尿酸血
症患者有尿酸盐晶体沉积，可以通过
影像学检查来确认，出现尿酸盐晶体
沉积被认为是痛风发生发展的重要节
点；痛风发作是由沉积晶体的急性炎性
反应引起的，主要诱因有高嘌呤饮食
（如喝啤酒、吃烤串，大量进食动物内

脏、鱼汤、肉汤等）、关节损伤、局部温度
或pH值降低、疲劳等；以痛风石为特点
的疾病晚期，痛风反复发作，出现严重
的关节畸形等情况，严重影响患者日常
生活。

医生提醒，在痛风急性发作期，治
疗以消炎镇痛、改善关节功能为主。在
这期间，一般不进行降酸治疗，但已服
用降酸药物者不需停用，以免引起血尿
酸波动，导致发作时间延长或再次发
作。在痛风平稳期，治疗以降尿酸、预
防复发为主，将患者血尿酸水平稳定在
358μmol/L以下，以缓解症状，控制病
情。同时，还要管住嘴、迈开腿、控体
重、多饮水、勤就诊，坚持规范化治疗，
就能逐渐减少痛风发作，直至不再发
作，最终逆转和控制痛风。需要注意的
是，痛风的危害远不止局部关节（如脚、
脚踝和膝盖等关节）出现红肿热痛，痛
风也是慢性肾脏病、肾结石、高血压、心
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代谢综合征、骨质
疏松及睡眠障碍等疾病的危险因素。

市六院痛风专病门诊提醒，无论是
否出现痛风发作，都应将尿酸控制在理
想范围。除了预防痛风的发生、发展
外，还需要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通讯员严炜 记者冯启榕

莫让痛风变“痛疯”
要做到管住嘴迈开腿、控体重多饮水

晚报讯 小暑正是进入三伏天的
开始，气温呈上升趋势，此时高温、高
热、高湿的“三高”天气频繁出现。江苏
省名中医、儿科副主任中医师鄂惠提
醒：天气越热越不可以过于贪凉饮冷，
以免伤损中阳。

所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即言
此时天气炎热，天地之间热气蒸腾。天
地之间阳气至夏至而至极，至小暑虽越
来越热，阳气却已经开始敛降。阳热下
敛，热蒸地面，水湿气化，上浮于地面以
上，是为暑热。

中医认为“暑为阳邪”，具伤津、伤
气和挟湿的特点。鄂惠解释，按中医理
论，对人而言，此时人体阳气外浮，外热
而内虚，所以最容易出现中阳亏虚诸
症。“因此，天气越热越不可以过于贪凉
饮冷，以免伤损中阳，轻则出现腹痛、腹
泻诸不适，重则中阳被损，寒邪内伏，遗

留大病之根。”鄂惠提醒，进入小暑节气
后，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防暑降
温，不宜暴晒，以防中暑。注意饮食调
护，谨防消化道疾病的发生。在饮食方
面，宜清淡、易消化，品种多样，少吃或
不吃零食。慎食生冷瓜果，以免克伐脾
阳。此外，科学理性使用空调、风扇，适
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规范
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

俗话说“热在三伏”，小暑节气恰
逢初伏前后，“可适当吃一些具有清热
降暑的饮品和食品。”鄂惠建议，市民
可以在此时饮用藿香荷叶茶，其具有
芳香化湿、醒脾开胃、升发清阳的作
用；食用扁豆、绿豆、薏仁粥，其具有健
脾化湿、和中消暑的功能；另外西瓜、
黄瓜、丝瓜、苦瓜、冬瓜等都是清热消
暑、祛湿效果不错的蔬果。

记者冯启榕

小暑时节“三高”天气来临
不能贪凉饮冷以免损伤中阳

晚报讯 近期，知名歌手
李玟因抑郁症选择自杀，再次
引发了公众对于抑郁症的关注
和讨论。娱乐明星虽然表面上
光鲜亮丽，受万人追捧，但在高
强度的工作和竞争压力下，许
多人都罹患心理问题。10日，
南通四院药学专家提醒：抗抑
郁药是治疗抑郁症的主要手
段，常用于中重度抑郁症患
者。目前的研究表明，抗抑郁
药物一般不会导致成瘾问题。

抑郁症是世界第四大疾
病，是现在最常见的一种心理
疾病，以连续且长期的心情低
落为主要的临床特征。抑郁症
患者在情感、认知、行为和生理
等多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他
们可能失去对生活的兴趣，工
作效率下降，社交活动减少，并
且常常感到无助、绝望，病情严
重者甚至出现自杀行为。因
此，抑郁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社交功能。然而，抑
郁症的发病原因复杂多样，与
遗传、生物化学、环境因素以及
心理因素都有着密切联系。抑
郁症通常较为难治愈且容易复
发，因此，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
对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抑郁症的治疗方法包括心
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药学专家
介绍，常用的抗抑郁药物包括
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三环类抗抑郁药等。这些
药物通过调节大脑神经递质的
水平来改善患者的情绪和心理
状态。“抗抑郁药的使用需要在
专业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进
行，具体的药物选择应根据患
者的病情、病史、年龄、性别等
因素进行个体化定制。与此同
时，抗抑郁药的用法、用量也应
严格按照医生或药师的指导。”
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抗抑郁
药初始剂量较低，然后逐渐增
加至有效剂量。在治疗初期，
抗抑郁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
能发挥作用，患者需保持耐
心。最后，患者在用药期间应
定期复查，以便医生根据病情
进行药物调整或剂量调整。

抗抑郁药的使用可能会出
现一些不良反应，如头晕、恶
心、失眠、性功能障碍等。这些
反应大多数是暂时的，随着治
疗的进行会逐渐减轻或消失。
为了避免严重不良反应的发
生，患者在用药期间应及时与
医生沟通，以便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此外，关于抗抑郁药物
的长期使用是否成瘾的问题也
备受关注。专家表示，目前研
究表明，抗抑郁药物一般不会
导致成瘾问题，但在停药时可
能会出现戒断症状，因此，患者
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减少
药物剂量，避免突然停药。

通讯员李瑞 记者冯启榕

抗抑郁药物
不会导致成瘾
需在专业指导下服用

晚报讯 8日是第19个世
界过敏日，主题是“预防过敏疾
病，促进健康生活”。过敏性疾
病包括食物过敏、特应性皮炎、
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等。
市一院儿科提醒：随着疾病谱
的转变，过敏性疾病已成为21
世纪常见疾病之一，近年来，中
国儿童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逐
渐上升，急需引起家长的重视。

市一院儿科副主任宋磊介
绍，过敏反应由遗传因素和环
境因素共同导致。有研究表
明，父母一方患过敏性疾病，下
一代有30%~50%的概率发生
过敏性疾病。父母双方患过敏
性疾病，下一代有60%~80%
的概率发生过敏性疾病。近年
来，儿童过敏性疾病在我国患
病率呈持续增加趋势。儿童常
见的过敏性疾病包括过敏性哮
喘、过敏性鼻炎、湿疹、过敏性
结膜炎、食物过敏等。

宋磊强调，儿童过敏性疾
病有着自然进程，小年龄儿童
过敏以湿疹、特应性皮炎、食物
过敏为主，后期随着年龄的增
长逐渐出现支气管哮喘、过敏
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所以，
儿童早期出现过敏性疾病，应
该早诊治，以延缓过敏的自然
进程。

过敏性疾病的治疗原则
为“防治结合，四位一体”，即
包括环境控制、药物治疗、免
疫治疗和健康教育。其中，过
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俗称

“脱敏”治疗，是唯一可以改变
自然病程的对因治疗。它是
指在明确导致过敏性疾病的
主要变应原的基础上，使用变
应原提取物（标准化变应原制
剂）反复接触患者，并逐渐增
加剂量，使机体免疫系统产生
对此类变应原的耐受性，从而
控制或减轻过敏症状的一种
对因治疗方法，包括舌下含服
和皮下脱敏治疗。

哪些儿童可接受脱敏治
疗？宋磊表示，以下儿童可接
受脱敏治疗：IgE介导的过敏
性疾病患儿；过敏性鼻炎、过敏
性鼻结膜炎患儿；轻中度支气
管哮喘患儿；过敏原检测尘螨
IgE升高或皮肤点刺实验尘螨
阳性患儿。他提醒，儿童脱敏
治疗前，首先要明确诊断，尤其
是要明确过敏原的种类，所以
脱敏治疗前需要进行详细的过
敏原检查。过敏原的检查方法
包括皮肤点刺试验以及所抽血
液中特异性免疫球蛋白IgE抗
体含量，结合患儿病史，可以判
断身体是否为过敏体质，对什
么东西过敏。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可
供选择制剂有螨变应原注射
液、屋尘螨变应原制剂等。

通讯员益宣 记者冯启榕

过敏日关注
儿童过敏性疾病
4类患儿适合脱敏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