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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贵的快递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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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运动,竟还会心梗？
“最近一段时间，门诊患者增多，好几个

血压不稳定的。有个女患者血压飙到180，吃

药也很难控制，来咨询调整用药。”沈成兴对

记者说，门诊患者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很多都

是因为对心血管疾病的知识看得较多，一有

不舒服就赶紧去咨询医生。

“我晚上心跳很快，有点心慌，一熬夜心

慌次数就变得更多，我会不会有冠心病？”38

岁的刘女士说，年底工作特别忙，睡眠也较

少，对自己频繁心慌感到有些担忧。

“像这样主动来门诊咨询的患者，相对症

状较轻，也比较有健康意识。我们胸痛中心

收了不少心肌梗死的患者，有的还是坚持锻

炼的‘运动达人’。”沈成兴告诉记者，一位50

岁的中年男子，跑完马拉松后没有感觉明显

不舒服，但第二天在办公室工作时突然倒地，

同事打了120送至医院后，男子又突发室颤，

心脏停跳，马上通过绿色通道送入导管室，做

了冠脉造影后确诊急性心梗，植入支架，血管

开通，男子捡回一命。

“没过几天，我们又收了一名40岁的羽毛

球健将，同样是急性心梗，最后救了回来。”沈

成兴说。两位患者年纪都不大，平时也喜爱

运动，为何会发生心梗呢？沈成兴解释，可能

和天气变化有关系，追溯这两位患者的病史

发现，尽管都热衷运动，但生活节奏不良，熬

夜同时大量抽烟。

而这样的年轻患者并不少见，生活不规

律、饮食不科学、自我保健意识差、对疾病的

重视程度不够等因素，都会埋下心血管疾病

的“种子”。尤其是一些超重、肥胖的年轻人，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更是明显增加。

做完支架手术,还能锻炼吗？
在门诊，还有不少装完支架的患者来咨

询，“沈医生，我做完心脏支架手术能不能锻

炼？”“沈医生，我心脏能负荷多少运动量？”

王老伯今年上半年突发大面积心肌梗

死，得益于发达的胸痛中心网络，他及时安上

了支架。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王老伯后怕

不已，爱好运动的他在家足足静养了3个月。

在六院心内科复诊时，医生见他需要坐轮椅

出行，便推荐他试试心脏康复。

经过为期3个月的医学监测下的运动康

复，王老伯恢复了体力。这次来复查，他高兴地

告诉记者：“我在家日常锻炼，定期来门诊心脏

康复治疗室进行运动方案的调整，有专业医务

人员指导，运动起来很放心。”

陈先生也是一位支架术后患者，得病后

常常跑急诊，但每次指标都正常。“我总感觉

胸口隐隐作痛，不跑趟医院我不放心。”于是，

沈成兴主任推荐他到心脏康复门诊咨询。

戴上呼吸面罩，在身上贴好电极，脚踩踏

板，开始运动……屏幕上随即出现他的心电

图、血压、心率、摄氧量、二氧化碳排出量等指

标。康复团队经过全面评估后为他制定了运

动、营养、呼吸放松训练计划。陈先生也认识

到自己患病的根源：久坐，熬夜，不良的饮食

习惯、无法排解的压力和负面情绪。

沈成兴告诉记者，心血管疾病患者术后

不能锻炼是一个误区，以运动为基础的心脏

康复治疗是安全的、必要的，但需要在专业

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市六医院心脏康复团

队结合每位患者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运

动处方”。

在心脏康复治疗室内，有一排“踏车和哑

铃”，通过心肺运动试验评估能够实时监测运

动者的心肺功能，让客观数据来判断每个人

的运动风险，以及适合的运动形式、强度与运

动量。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和老龄人群在开

始运动前，都应进行心肺运动试验评估运动

风险，避免过量运动带来的风险和损害。

症状改善后，能停药吗？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显

示，心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

亡率高、并发症多”的特点，是威胁人类生命

健康的头号杀手。其中，急性心肌梗死起病

急、进展快，如果不能在120分钟黄金时间内

得到有效救治，致死致残率极高。

“中青年一定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戒

烟限酒，有规律地生活，适当运动，不要熬

夜。”沈成兴建议，而对于老年患者，尤其是冠

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要注意，特别寒冷

的时候不要过早出去锻炼，并且要选择合适

的锻炼方法。出门要注意防寒，另外近期天

气干燥，也建议早晨起来要多喝水。

此外，医生也建议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

病患者，要定期监测好自己的血糖血压，并根

据医嘱适当调整药物剂量。还有一点误区需

要指出，很多患者认为自己症状明显改善了

就擅自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绝大多数心

血管疾病需要终身用药治疗，例如高血压、冠

心病、心衰等。在临床上，因擅自停药导致严

重后果的例子非常多，心血管病患者应引以

为戒。对患者来说，在医生指导下长期规范

治疗，是维持病情稳定、减少不良事件的重要

措施。

本报记者 左妍

为什么冬天容易心梗？
装支架后还能运动吗？

寒冷的天气促使心脏疾病
进入高发期，最近热搜上频频
出现有关心梗去世的新闻。为
什么寒冷的冬季是心血管疾病
高发的时节？专家指出，这是
由于寒冷的刺激下，血管突然
舒张或者收缩，从而引起心脏
供血不足，血流会受到阻碍，加
剧了心脏的负担。
“心梗已不是老年人的专

属疾病，年轻人心梗也时有发
生，有时甚至比老年人更危
险、更紧急。”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心内科主任沈成兴教授
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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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场登高为2024年的到来开个好

头吧！佘山之巅的上海天文博物馆近日

“上新”啦，一场名为“科技之美——《科学

画报》图说科技90年天文主题展”，将为

天文爱好者们开启一次穿越时空的天文

对话。本次展览展期3个月，至2024年3

月31日结束。

《科学画报》90年天文知识盛宴
1933年8月1日，《科学画报》在上海

创刊，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科普

期刊，在创刊之初，就已确定科普方式是

“用简单文字和明白有意义的图画和照

片”，介绍“世界最新的科学发明、事实、现

象、应用、理论以及谐说、游戏”。

基于《科学画报》90年来刊登的天

文科普文章，主题展从“探索”“记录”

“变化”“对话”四个部分展开，涉及天

体知识科普、天文摄影、天象知识科普

与预测、天文学家精神等丰富内容，在

佘山之巅为观众朋友带来一场天文知

识盛宴。

专家撰稿是《科学画报》一大特色，自

创办伊始，就有蔡元培、竺可桢、任鸿隽、

秉志、翁文灏、张孟闻等大家撰稿。例

如，1986年哈雷彗星回归，《科学画报》曾

开展一系列预告，并为迎接哈雷彗星举

办天文竞赛。本次展览回顾了相关报

道，配以1910年佘山天文台所摄哈雷彗

星照片，再现当年盛况。

上海天文台的众多天文学家都与

《科学画报》有不解之缘，他们在专注科

研之余兼顾天文科普。在我国天文学

家、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看来，“科学家

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的发球员，奉献于科

普实属责无旁贷”，他本人坚持天文科普

工作，在《科学画报》上总能看到他的科

普文章。

天文摄影师打造“星空之境”
此外，本次展览还邀请了戴建峰、华

少等国内顶级的天文摄影师，打造“星空

之境”，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有位

署名“XYZ”的作者早在1933年就于《科学

画报》中阐述天文摄影的优点，指出“自摄

影技术应用于天空后，新发现的星象，顿

时增加，遂引起天文学上的进步”。

展览最后部分设置了翻翻板互动装

置，问题选自1935年第2卷第17期《关于

天文的十个问题》。展览期间将同步推出

相关讲座和论坛，并开发配套教育活动。

1900年，上海天文博物馆的前身——

佘山天文台建成。这也是我国首座拥有

大型天文望远镜的天文台，现已成为我

国重要的天文学普及基地。2023年4月

底，它历经修缮后“回归”，至年底已迎

来近25万游客。 本报记者 郜阳

登高佘山，看“图说”科技之美
上海天文博物馆举办《科学画报》90年天文主题展

昨天下午，苏河湾万象天地里，乌龙

剧团巡游快闪正在演出，踩着高跷的表

演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演出结束后，演员和观众互动，这时

一位男青年带着他的女朋友走向场中，

突然单膝下跪向女孩求婚，现场发出一

阵欢呼声，大家纷纷举起手机拍摄，演员

们也纷纷围上前祝贺。

新年第一天，偶遇的这一次求婚，喜

庆而温暖，是新一年美好的开端。

本报记者 周馨 摄影报道

新年围观快闪
偶遇求婚佳事

“你知道吗？我送过一件最贵的快递，运费   

元，但最后的成本是 万多元，亏到了姥姥家。”不久

前，一位精明能干的快递站点老板老徐，向我说起了

一件令他至今都感到匪夷所思的往事，开车往返

    多公里，只为送一件快递。

那笔亏本买卖，是为一所高校的半导体实验室

送原材料，必须要在约定时间内送达，否则实验将面

临停摆。和往常一样，老徐根据客户的要求安排送

货，看似一切都很正常。但当货物送到，却接到了客

户的投诉，怒气冲冲质问他怎么回事，原本要送到哈

尔滨的货，居然被送到了西安，实验室已经停摆了一

天。老徐脑袋“嗡”地一下蒙了。稳了稳情绪，老徐

问客户上海的仓库还有没有材料存货，得到肯定答

复后他立即决定自己开车送货，因为此时如果走正

常渠道补运，至少还需要 天的时间。当天中午，拿

到了材料的老徐，开着自己的宝马车上了高速公路，

卡着限速向目的地飞奔而去。

从上海长兴岛到哈尔滨，    多公里车程，一路上

除了上洗手间加油，老徐不敢停留片刻，开了整整一天

一夜。在经历了封路、爆胎等意外后，终于在第二天中

午把货送到实验室。再看之前发错的单据，原来是客

户自己填错信息。老徐把单据拍照给他，对方没有

回答，事情就这样稀里糊涂结束了。老徐算了一下成

本，总共 万多元，这是他从业以来亏本最大的一笔买卖。

事后，几乎所有的朋友、家人都嘲笑他，说他做

了一件超级大傻事。“的确现在回忆起来，我自己都

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当时会自己开车送过去？”

老徐说，可能是因为太急了来不及思考；也可能是他

不能允许自己犯这样的错误；或者根本没有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应该这么做。

老徐年少来上海打工，开始干保安，后来送快

递，从基层一路干到了网点老板，如今有房有车，是

行业内屈指可数的精英翘楚。听完这个故事，我突

然明白了，他是如何奋斗到现在的程度。大家嘲笑

他是“大冤种”，但只有他自己清楚，那一趟送的不是

快递，是他的招牌、是他的脸面、是他做人的底线。

这么看来，这份最贵的快递，似乎也不是很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