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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时期 更要科学护心

◎叶雪菲

想要了解房颤，需要先了解心脏的

结构。心脏是人体进行血液循环的
“泵”，泵血的过程中，全身的血液回到

心房，心房把血挤到心室，然后心室迅
速地把血泵到全身。在这个循环过程当

中：如果心室出现停顿，血液就无法流
遍全身，人可能就没命了；如果心房出

现问题，虽然不会立刻致命，但心脏这

个"泵"也坏了一半了。举个例子，如果把
手捏紧拳头再放松的过程想象成心房肌

肉收缩及舒张，那么房颤发作时手就像
在颤抖，并没有松捏拳头，也就没有收

缩功能了。

数据显示， 房颤患者的心房率能达
到惊人的 350-600次/分（正常情况下为

60-100次/分）， 如此超负荷的运转对心
脏的损害非常之大。 更重要的是，房颤的

危害不仅仅局限于心脏， 其并发症更加
凶险难防。 房颤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 降低生活及工作质量
2. 引起脑梗死及其他血栓
3. 引起心衰等其他心功能疾病
4. 引起痴呆等脑部疾病
5. 直接增加死亡率

其中在没有合并其他心血管疾病

时，房颤可使死亡率增加 1倍。合并心衰

时，房颤患者比正常人死亡率男性增加
2.2倍，女性增加 1.8倍。房颤所致的脑梗

死更具有“三高”的特点，即高致残率、高
死亡率、高复发率。第一年死亡率高达

50%；严重致残率高达 73%；累计复发率
6.9%。

现在很多人都困惑，轻微的心脏不适

是否该及时就诊？ 在这里需要格外强调：

房颤病人很容易形成血栓，进而引发一些

严重的并发症，且恶性的房颤本身也有极
高的死亡风险。有一种简单的辨别房颤的

方法就是搭一下脉搏，如果脉搏变成了又
快又不整齐的（当然也有少数不快的），就

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另外
房颤发生还有六大信号：

※1 胸口莫名其妙砰砰跳动。
※2 脉搏出现强弱变化，有时感觉漏跳了
一拍。
※3经常出现胸闷，胸痛症状。
※4 稍微用力时就感觉气促，气短。
※5容易感觉疲劳，运动量不如以前。
※6 发生昏厥，头晕等不适症状。
这时请您不要犹豫，一定要立即去医

院就诊。在疫情期间同样不能放松警惕，

对于心律失常我们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应及时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

    疫情期间，大多数人都减
少外出活动，有些慢病大家也
不像往常会及时就医。 比如最
为常见的心律失常，发病率都
比之前高了很多。 心律失常中
最为常见的就是房颤，在目前
疫情形势下，生活习惯突然改
变很有可能成为房颤疾病的
诱因。

疫情期间，为了更好地为广大病患提供帮助，刘旭主任将于 4 月 24 日（周五）上午 8:
00-9:00，在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241号胸科医院门诊楼 4楼 5号诊室为市民提供免费
咨询服务，有需要的市民可带相关病例前往。

刘 旭
上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主

任， 上海市胸科医院房颤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医学博士，博士
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上
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医学领
军人才，上海市银蛇奖获得者，徐汇
区十六届人大代表。

2018-至今 中国房颤学院 副院长
2016-至今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心血管专业委员会 常委
2013-至今 上海心脏起搏与电

生理分会 名誉主委
心血管疾病房颤诊疗领域国际

著名专家，临床特色是心律失常的诊
断和治疗，尤其是房颤和复杂性心律
失常的导管消融；已完成 5万例心律
失常的导管消融治疗，其中房颤导管
消融超过 3万例,曾连续 10年位居亚
太地区首位。 近 2年在国际上第一个
提出了持续性房颤的“转子”机制及
其导管消融的精准术式，大大提高了
持续性房颤导管消融的成功率。

刘旭主任团队经过 20余年的手术积累和研究探索， 还研发出了持续性房颤的肺静脉隔
离和转子消融这一国际上精准的术式，以及“肺静脉隔离及转子消融的胸科术式”和“房颤转
子（Rotor）-胸科标测方法学”。

江中明
原长海医院颌面外科副主任
第二军医大学获博士学位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

擅长种植牙，处理各种牙列缺失

周志英
原牙防所主治医师、中华口腔
医学会会员、擅长全口义齿疑
难处理，固定义齿修复
有近 30年的口腔工作经验、

有耐心、责任心

活动时间：4月22日-4月29日

□咨询电话 021-：5292 1343
□或编辑短信“口腔＋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至：

1893 0224 117 线上参与报名！

口腔专家为您答疑解惑
牙齿不好 全身遭殃

     为什么牙齿掉了要及时装？ 咀嚼是人保持

良好记忆的最根本的方法。 咀嚼之所以能提高

人的记忆力， 是因为人通过咀嚼东西能缓解自

己海马组织控制血液中压力荷尔蒙的水平。 如

果牙齿掉了长期不装，咀嚼得少，体内该荷尔蒙

就相当高，足以造成其短期记忆力衰退。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解决牙齿缺失问题，

新民健康邀沪上经验丰富， 技术过硬的口腔专

家免费为市民做线上口腔咨询。

艾灸能防疫吗？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牵动着全国上下各族人民的心。
有专家在此前指出：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艾灸可试用，艾灸能温阳散
寒除湿，增强体质。对此，上海交通大

学医院附属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陈
越表示，艾灸确实能够通过增强体质

从而起到一定的防疫作用。

陈主任解释，首先，艾烟本身自
古在防疫中就发挥有重要作用，如晋

代葛洪在其《肘后方》中有“断瘟病令

不相染⋯⋯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

一壮，不得令知之，佳也”的记载，讲
的便是艾烟能够起到一定芳香避秽

的作用。
其次，艾灸相关穴位也能防疫，

如药王唐代孙思邈提出：“凡人吴
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

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

能著人也”，主张通过对穴位施灸
来防瘟病，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的作用。

最后，艾叶辛温，具有很强的温

通作用，《神灸经纶》有言：“灸者，温
暖经络，宣通气血，使逆者得顺，滞者

得行”。经络得通，痰湿得化，气血输
布正常，正气自足。此次新冠肺炎初

起以寒湿束表、湿邪内滞为主，中后
期多热郁于内或郁久化热，甚至热灼

伤阴，形成错综复杂的病症。从未病

先防的角度而言，有效的祛湿散寒，
有助于从内改善体质，便能起到防疫

的目的。

那么艾灸哪些穴位在当下可以

提高免疫，更适合用于目前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呢？陈越表示，艾灸方法多

样，最常用且适宜居家自我保健的方
法是艾条温和灸。针对疫情的防治和

不同的体质人群，梳理了常用保健灸
及防治保健灸的方法，教大家用正确

的方式进行居家艾灸

一、常用保健灸：一般中老年
人或禀赋虚弱者或阳虚湿重之体，

平时可常用保健灸。足三里、关元具
有强壮作用，为保健灸最常用穴位。

常灸足三里、关元，可培元固本，增
强体质。

二、预防保健灸：新冠肺炎早期

多出现乏力伴肠胃不适或乏力伴发
热，继而出现咳嗽、咽痛等症。新冠肺

炎早期表现，提示我们，日常重点预
防可以从肺和胃肠着手，宣肺益气，

调理肠胃，选用不同穴位施灸。宣肺
益气灸宜选用太渊、孔最、大椎；调理

肠胃灸宜选用曲池、中脘、天枢。

三、此外，陈主任强调，艾灸时左
手食指中指应分开置于施灸穴位两

侧，右手持点燃艾条对准穴位施灸，
以被灸者自觉穴位有热自里向外透

为度，建议每天或隔天艾灸一次，每
次每穴 20分钟即可。 （高媛）

全城招募牙缺失者并逐一线上给
出方案建议。

Q：水果吃多了也会引发痛风吗？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肾内科高尿酸

血症专病门诊傅辰生副主任医师：众所周
知，海鲜和啤酒可导致痛风。然而，果糖过量

同样也会诱发痛风发作。如今许多患者都会
通过限制摄入高嘌呤食物，减少体内尿酸，来

降低痛风发作的风险，但未必真能“高枕无
忧”。相关研究表明，一次性摄入大量富含果

糖的甜饮料或水果，也可能让痛风卷土重来。

而肾脏状况的好坏对病情控制至关重要！
果糖不仅在肝脏内代谢可产生大量的

尿酸生成前体，导致血尿酸水平增加，而且
还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减少尿酸经肾排

泄，间接增加血尿酸水平。研究表明，富含果
糖水果的摄入也与痛风的发病风险增加有

关。

痛风患者除了应该采用“三低一高”的

饮食原则，也就是低嘌呤、低热量、低脂及高
水分摄入，还应当限制富含果糖水果的摄

入，少吃蜂蜜，尽量不喝富含果糖的饮料。
此外，很多人以为，高尿酸血症只要不

引发痛风就无需理会。事实上，80%的高尿
酸血症患者没有临床表现，但同样可对肾脏

等重要脏器造成损害。尿酸和痛风造成的肾

损害包括急性尿酸性肾病、慢性尿酸性肾病
和肾结石。无论哪一种都能导致尿毒症。

因此，定期体检早期发现无症状高尿酸
血症，一旦确诊高尿酸血症或痛风，应及时

前往专科门诊，接受包括肾脏状况在内的综
合评估，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才能产生

最好的疗效和最少的副作用。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元

２４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国内邮发代号３－５ ／ 国外发行代号Ｄ６９４ ／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 ／社址：上海市威海路７５５号 ／ 邮编：２０００４１ ／总机：０２１－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在23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南非、匈牙利、新西兰、罗马尼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英国、德国、希腊等
●本 报 印 刷 :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 在 国 内 外 7 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 ／ 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金 桥 、上 海 界 龙 ／ 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