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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爱吃瓜子、花生，可能不

是嘴馋，而是患上了一种病。前不

久，  岁的小官因为出现不明原

因的恶心呕吐、神志不清、精神行

为异常，来到瑞金医院北部院区

检查。

消化内科陈立医生在询问病

史的过程中，发现了疑点：小官从

小不爱吃饭，喜欢吃瓜子、花生。他

患有高氨血症、肝功能轻度异常，

却无慢性肝病、肝硬化，这不符合

“医学常理”。据此，陈立高度怀疑

小官患有“希特林蛋白缺乏症”，这

是一种罕见病，因线粒体内膜一种

名为希特林的运输蛋白缺乏而导

致的疾病，最终的检查结果也印证

了他的判断。

据了解，“希特林蛋白缺乏症”

的患者喜欢食用豆类及花生等富

含天冬氨酸和精氨酸的食物，大量

摄入此类食物可以刺激尿素合成、

降低血氨，改善其症状。

陈立表示，该病是一种遗传性

代谢遗传病，也是一种继发性尿素

循环障碍。病人通常不喜欢含有大

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米饭、面

条或蛋糕、面包。相反，他们喜欢富

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如肉类、

牛奶、乳制品、油炸食品和坚果。

不过，患者通常可以通过调整

饮食结构和配合医生的监测进行

正常生活。

陈立提醒，由于该病还会导致

脂代谢异常，包括脂肪合成过多、

脂肪酸氧化障碍等，最终引发脂肪

肝，但这种类型的脂肪肝患者通常

体重正常，与临床常见的肥胖相关

的脂肪肝有很大区别。因此，临床

上对于体重正常甚至消瘦的脂肪

肝患者，应注意是否患上了“希特

林蛋白缺乏症”。

此外，该病还可并发肝脏肿

瘤，其中大部分为肝细胞癌，不容

忽视。 记者 梅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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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护膝”反“伤膝”
天气寒冷，很多人感觉膝盖冷且

痛，就把护膝当必备品，认为它既能

保暖、预防老寒腿，又能支撑、保护膝

盖，避免跌伤。但实际上，过分依赖护

膝反而有害。

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肌腱及韧带

才是最有效的“天然护膝”，具有稳定

和保护膝关节作用。如果长时间使用

护膝，股四头肌、肌腱及韧带无法得

到充分训练，易发生功能退化。长此

以往，一旦脱离护膝，反而容易增加

运动损伤的风险。

此外，膝骨关节炎者或可通过佩

戴护膝，限制髌骨、股骨和胫骨三者

间的相对活动，减少关节之间的摩

擦，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但并不能

起到治疗效果，部分患者甚至可能因

过分依赖护膝而耽误了正规治疗。

想要保护膝盖，应注意两点。第

一，避免关节过度负重、劳累、受潮、

受凉，以及可能加重关节退变的运

动，如爬楼、下蹲、爬山等。肥胖患者

应控制体重。第二，适当运动对骨关

节健康有益，包括有氧运动（如慢跑、

游泳、打太极拳、跳健身操等）、柔韧

性锻炼、平衡训练（如单足站立等）、

肌肉力量锻炼（如股四头肌等长收缩

训练、直腿抬高加强训练等）。 戴林

“心比人老”成全球现象
“  岁的人，  岁的心

脏”听起来像一句夸张的玩

笑话，却可能真实地发生在

有些人身上。近日，《柳叶刀》

杂志上刊登的一项最新研究

显示，全球成年人的“预测心

脏年龄”总体大于实际年龄，

最多的相差了  岁。

事实上，心脏的“年龄”

之所以会跑在前头，一方面

与人们越来越重视心脏健

康、检测手段越来越丰富精

细等有关。另一方面，主要与

心脏的性质、心血管危险因

素增加、精神压力大等相关。

精神压力过大会刺激交

感神经兴奋，增加肾上腺素

和儿茶酚胺的分泌，引起冠

状动脉痉挛，降低血钾含量，

进而导致心脏生物电活动紊

乱、恶性心律失常，严重的还

会突发心脏骤停。

对于有冠心病家族史、

生活方式极度不健康、有高

血压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的患者，建议每年做一次心

脏疾病筛查，以便早发现早

治疗。 陆浩

天麻是一味常用中药，味

甘，性平，归肝经。从现代药理

研究来看，天麻素有镇静、安

眠、抗惊厥及镇痛作用，能调

节神经衰弱、预防癫痫发作、

改善认知功能等，在民间常被

称为“定风草”。

高血压、冠心病、老年性痴

呆、脑动脉硬化、梅尼埃病等

患者可经常食用天麻。

在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天

麻同豆腐、鱼和鸡等食材一同

炖食的做法。不过，天麻用量

不宜过大，一般每次  ～  克

为宜，研末冲服则每次  ～   

克，超剂量服用可能导致肝、

肾功能损害。

事实上，在日常使用中，

存在天麻不良反应的报道，

甚至有大量服用引起心律失

常而致死的情况。

此外，天麻有明显的抑制中枢神

经的作用，故昏迷患者禁用；它还会

减慢心率、降低血压，故心动过缓、低

血压患者不宜长期大量服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王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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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咬指甲是令很多

家长头疼的一个问题。长

期咬指甲，或啃食指甲周

围的皮肉，可造成指甲变

形、创伤出血、甲沟炎、皮

肤老茧、牙齿咬合不正等。

有些孩子不仅咬手指甲，

还咬脚趾甲，甚至直至中

学时仍有这样的行为。如

何纠正这种坏习惯呢？

排除精神疾病家长首

先需带孩子到精神科门

诊，请医生评估是否存在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情绪

障碍等，是否需要药物治

疗或心理干预，家庭教育

方式是否需要改进。

完善微量元素检查

针对性补充缺乏的微量元

素，也可直接日常补充小

剂量的铁镁锌等微量元

素，及维生素   、多种维

生素  等，对神经及身体发育有好

处。

转移注意力 可以采用转移注

意力的方法，即当孩子咬指甲时，不

露声色地、自然地引导他们做其他

的事，如阅读、看电视等。

涂苦味指甲油 对于年龄较小

的孩子，可使用苦味指甲油，也叫苦

甲水。还可以给年龄较小的孩子戴

手套，物理性隔绝口唇和指甲接触。

让小手忙起来 让孩子的手指

动起来、用起来，可以教他们做手

指操、手影游戏，或学习需要使用

指甲的乐器，如吉他、古琴等。

亚运

保温杯里泡枸杞 你吃对了吗？
“保温杯里泡枸杞”成了不少人

开始养生的标志，但要因人而异，否

则会引起副作用。

阴虚人群吃枸杞易上火 阴虚体

质的人应该注意枸杞的用量，因为枸

杞性甘，温和，用量过度会导致上火。

尤其是生吃时，更应减少用量。

过量食用身体不适 枸杞含甜菜

碱、氨基酸、胡萝卜素、维生素   、

  、 、钙、磷、铁等成分，对人体健康

有益，但要注意用量。过量食用枸杞，

会使人上火、流鼻血，甚至眼睛红胀

不舒服等。

有这些症状最好别吃 外邪实

热、脾虚有湿及泄泻者忌服。由于

它温热身体的效果相当强，正在感

冒发烧、身体有炎症、腹泻的人最

好别吃。 任健!图 !"

蒜香伴冬暖 美味又健康
大蒜可谓是药食同源的代表，它

既是美味的蔬菜，又有保健作用，不

妨经常食用。

大蒜炒百叶是经典的农家小吃。

把百叶切得细如毛线儿，漂在清水

里，粗白的蒜梗用刀面拍碎，待土灶

铁锅里的菜油滋滋作响时，先倒进蒜

梗，再加进蒜叶和百叶丝，上下翻炒，

兑进一勺水，掺进糖醋盐酱，一道美

味便在浓浓热气中完成了。

蒜与葱、姜、辣椒、胡椒并称“五

辣”。《本草纲目》中记载：葫蒜，其气

熏烈，能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湿，降

邪恶，消痈肿，化症积食，此其功也。

可见，古人早就认识到大蒜的药用价

值，认为能“除风湿，破冷风”，对风寒

湿类关节炎有抑制作用。

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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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是江苏苏州的一名大学生，

最近一个月，他在学校附近的卫生院

挂了   个号。

第一次去医院时，小杨没任何症

状，只是想到患白血病去世的父亲，为

了求个心安去做血检。结果，血常规的

某个指标稍稍偏离了正常范围，从此，

他就停不下来了。据了解，小杨数次陷

入相似的境地，只是担忧的病种不尽

相同，后来去精神卫生科看诊后，他被

确诊为“疑病症”。

“疑病症”的表现有很多，比如患者

过分关心自身健康和身体的任何轻微

变化，并作出与实际健康状况不相符的

疑病性解释。有的患者会怀疑五官不

正，特别是鼻子、耳朵，还有主诉出汗、

体臭等。还有一些患者常伴有焦虑、抑

郁、恐惧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

医生表示，在排除躯体疾病、诊断明

确后，一般进行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以支持性心理治疗和

认知行为治疗为主，引导患者正确认

识疾病的本质，帮助患者改变对症状

的看法；再通过环境转移和生活方式

的改变来转移患者注意力，帮助患者

改善症状。若患者病情严重，可使用

抗焦虑、抗抑郁药物、抗精神药物等

进行治疗。 据 央视网

经常“疑病”亦是病

冬季养胃
保暖为先

寒冬时节一旦寒气侵入胃部，

胃便会开始“闹情绪”，引发胃胀、

胃痛、消化不良等症状。

想要应对抗寒冷造成的不适，

暖胃成了冬日里的大计。此时，要

给胃营造一个温暖的环境，很大程

度上可减少因受凉引起的各种症

状。比如多喝温热的白水、白粥，都

能够养胃护胃。

其次，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作息

习惯。饮食方面，需遵守定时、定

量、有序的进食原则；作息方面，应

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给

胃黏膜充足的自我修复时间。

殷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