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块活动为公益活动，不向参加者推荐医疗服务或者其他商品，相关信息
仅供参考。

本版策划∶王 珏 视觉设计∶薛冬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k@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24 2021 年 8月 27日 星期五

资讯 /

    “秋老虎”的闷热导致人体大量排汗、水

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之早晚温差的变
化，人的情绪容易紧张烦躁，出现睡眠不好、

饮食紊乱等问题，在疲劳应激状态下体内激
素释放水平会发生改变。对于心脏病患者来

说，更容易旧疾复发或加重病情。尤其是抵抗
力较差的中老年群体中，房颤的发病率也会

大大增加。

什么是房颤？

“房颤”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应该都不陌
生，因为房颤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75岁以上患病率可达 10%，按此计算，中国
的房颤患者高达 1300万。

心脏是我们人体进行血液循环的“泵”，
由心房和心室共同组成，而且各有两套，分别

是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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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颤有什么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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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会引起脑
梗死及其它脏器血栓，可使总死亡率和心血

管死亡率增加 2倍，而且由房颤引起的脑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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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颤如何预防？

房颤固然可怕，但我们可以尽量避而远
之，通过生活和医学的合理干预，可以达到一

定的预防效果。
1、定期查心电图
通过心电图检查了解自己的脉搏和心率

的变化，随时掌握身体情况，防患于未然。

2、控制高危因素
房颤的高危因素主要有：1：高血压患者

需要坚持用药，血压要达标。2：房颤的出现和

增长与心律不齐、冠心病以及心力衰竭等心
脏疾病密切相关的，所以患者有心脏疾病的

话需要及时地采取治疗措施，积极治疗原发
病。3：高血脂和糖尿病，其中糖尿病一直是房

颤的诱因之一，最新研究表明降低血脂对预

防房颤有帮助。

3、良好的生活方式
规律的生活作息、平衡的饮食，不抽烟、

少喝酒，少吃刺激性的东西，如浓茶、咖啡等，

尤其要注意任何可能含有咖啡因的食品，尽
量避免食用。

4、积极锻炼身体
体重指数超标的人发生房颤的几率比较

高。肥胖者本身也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

这些都是房颤的高危诱因，所以体重指数超
标者降低体重是必须的。另外锻炼可以很好

地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增强心脏的
机能。但是在锻炼身体的过程中要注意量力

而行和循序渐进，切不可急功近利，以免对身
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5、保持愉悦的心情
心情紧张、烦躁、激动等情绪往往会影响

血压的变化，导致出现心跳加速，心律异常，
尤其过度紧张容易诱发心律失常。所以有愉

悦的心情，保持心情平和，遇到意外的事情不
要过于激动。

房颤该如何治疗？

目前房颤的治疗主要包括 2 个方面：药
物治疗与导管消融治疗。由于房颤的发病

机制较为复杂且患者各自的身体状况存在
差异，目前市面上供选择的药物并不多，而

且药物治疗针对性相对较弱，无法根治。目
前导管消融术已经成为治疗房颤的主选方

案，和药物治疗相比，可以降低房颤患者脑

梗死发生率和高达正常人 2 倍的死亡率，
也能从根本上根治房颤。当然，具体采取何

种方式，需要专业医师根据病人具体情况
做判断。

上海市胸科医院刘旭教授强调，房颤的

早期发现和治疗，最佳的手术治疗时期是在

阵发性房颤往持续性房颤发展的时候，一旦
错过之后，治疗起来将会非常棘手，而且凶险

的并发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所以
重视房颤，及时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

秋老虎发威，心脏安全需警惕

    上海胸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

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
人；上海交大领军人才，现任上海交通

大学心房颤动诊治中心主任。

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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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秋之际，短期回热的“秋老
虎”开始发威，尤其是秋后久晴无
雨之时，暑气更加逼人。 除了要避
免感冒受凉外，多变的天气也增加
了心脏的负担，其中心血管疾病的
人群尤其需要敲响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