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
些
人
属
于
高
危
人
群
？

中医康养
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李明江 美编/李英勇 校对/曹江帆

052021年6月24日 星期四

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近日，市中医医院介入科成功救
治了一名突发下肢水肿的39岁彝族小伙。入院3天前，患
者出现左下肢肿胀，在当地医院治疗，肿胀进行性加重，患
者为进一步治疗，转到该院治疗。入院检查后，被诊断为左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混合型急性期。

据了解，静脉血栓栓塞症是继缺血性心脏病和卒中
之后位列第三的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已给人类健康造
成严重的威胁。

“患者血栓负荷重，且处于急性期，随时可能出现血
栓脱落、肺栓塞，从而导致严重并发症，甚至出现生命危
险。”介入科副主任刘先军介绍。

患者入院时正值周末，当日值班医生何洁发现后，及
时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交流。通过耐心细致的讲解，取
得了患者及家属的同意和信任，当即决定为患者手术治
疗。当日术中造影见：下腔静脉局部可见漂浮血栓。造影
后又随即行下腔静脉滤器植入，预防血栓脱落。

虽然植入了下腔静脉滤器降低了肺栓塞风险，但患者
左下肢仍异常肿胀，胀痛难忍，为进一步解决血栓问题，经
介入医生团队讨论后，决定为患者行静脉血栓抽吸+溶栓治
疗，在彩超室的积极配合下，术中实时定位腘静脉，减少穿
刺损伤。

穿刺腘静脉成功后，以导管抽吸出大量血栓，再于腘静
脉置入溶栓导管持续溶栓治疗；术后经过科室医护人员的
精心诊疗，患者脱离生命危险，下肢肿胀消退，无出血等并
发症发生，目前已经好转出院。

据刘先军介绍，由于血栓形成的部位不同，临床表现也
不同。其中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最为常见。

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22日，记者从市中区肿瘤
医院获悉，该院新院区1期工程项目已经进入最后筹
备阶段，将于6月27日投入使用并开始搬迁工作。

22 日下午，记者在位于乐山中心城区通棉路
1744号的新院区看到，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
成，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推进环境提升、设备联调联
试等工作，为搬迁做好准备。

市中区肿瘤医院整体搬迁项目于2018年2月正
式启动，总投资 4.3 亿元，建筑面积 7.7万平方米，规
划床位 600张。其中项目一期设置床位350张，配有
中心供氧、中央空调、智能监控系统等，集现代化、信
息化、标准化和智能化为一体。

新院区启动后将主要开展门诊、医技、住院等诊
疗服务。老院区（中心城区凤凰路北段133号）将继续
开展门急诊、医技、康复等诊疗服务。

“新院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医院功能布局、改
善群众就医环境，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
服务。”乐山市市中区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李小东介
绍，该院将继续谨遵“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宗旨，
秉承“敬慎、精诚、守正、弥新“的院训，致力于为全
市肿瘤患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重点突出肿瘤
早期筛查，健康管理以及中晚期肿瘤患者的综合治
疗，着力打造肿瘤的微创治疗中心和放射治疗中
心，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老百姓的健康
保驾护航。

市中区肿瘤医院即将正式搬迁

市中区肿瘤医院 医院供图

静脉壁损伤：
可由静脉内输注
各种刺激性溶液
导致静脉炎，骨
折 碎 片 损 伤 血
管，静脉周围的
感染病灶引起。

血流缓慢：
常见于手术、肢
体制动、长期卧
床 或 久 坐 的 患
者。

血液高凝状
态：主要见于肿
瘤患者、产后、长
期服用避孕药、
创伤、术后等情
况。

其他高危人
群：老 年 人 、肥
胖、需要长时间
站立或坐着工作
的人群等。

小伙突发水肿

介入治疗
脱离危险

医生正在为患者做手术 医院供图

肿胀、疼痛
一侧肢体突然肿胀，

并且有局部的疼痛感甚至
剧痛，脚掌无法着地，在行
走时症状更加严重。将脚
向自己方向弯曲时，感到
小腿肌肉深部的疼痛。若
整个下肢都出现了明显的
肿胀、剧痛、苍白和压痛，
并伴有体温升高和心跳加
速，则应考虑全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的可能。

水泡、青紫
如不及时就医，会进

一步导致下肢血供障碍，
在足背和小腿处出现水
疱，皮肤温度也会明显降
低并呈现出青紫色。再不
及时处理，可产生肢体坏
死。

呼吸困难
若出现不明原因的呼

吸困难，应警惕发生肺栓
塞的可能性。需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尽快到医
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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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23）日下午，李
女士来到乐山市中医医
院急诊科。她向接诊医
生表示，自己左腰和下
腹部突然开始疼痛，不
知道什么原因。医生为
李女士进行了腹部彩超
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李
女士的左肾有 0.6cm 大
小的结石，正是这颗小
小的“石头”，引起了她

腰腹部的剧痛。
无独有偶，同样在昨日下午，又有一位患者雷先

生来到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只见他面色痛苦，额头上
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告诉医生，他昨日下午突然开
始腰疼，疼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雷先生进行了彩超
检查后，被确诊患有右侧输尿管结石。

“突发肾结石一般表现为腰腹部剧烈疼痛、绞痛、
恶心、呕吐等症状。肾结石是尿液中的晶体物质如草
酸钙、磷酸钙、碳酸钙等在肾脏内堆积所致，患者会突
发腰腹部疼痛是因为结石在体内移动，或者是掉入了
输尿管引起了堵塞。”市中医医院急诊科主治中医师

姚弘解释。
姚弘向记者介绍，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

石、尿道结石统称为泌尿系统结石，属于比较常见的
泌尿外科疾病。泌尿系统结石形成的原因复杂多样，
包括饮用水中矿物质含量过高、日常饮水少、摄入食
物中钙含量过高、服用药物影响等原因。“通常情况
下，直径不超过6mm的结石患者可以通过大量饮水，
药物对症，将结石从体内自行排出；体积较大的结石，
或者结石已经影响到患者的肾脏正常功能，就应考虑
采取外科治疗措施了。”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防治泌尿系统
结石呢？

患有结石类病症的患者日常饮食宜以清淡、低蛋
白、低脂肪为主，饮食应多样化，多食用富含营养和维
生素的食物，如新鲜蔬菜、新鲜水果，避免食用草酸高
的蔬菜，如菠菜、咖啡等，不饮用碳酸饮料，少食用海
鲜、动物内脏等容易引起尿酸盐及黄嘌呤增多的食
物。多饮水是最简便有效的防结石方法，每天饮水量
最好达到1500-2000毫升。同时也要改变不良的生活
方式，平时不要憋尿，远离烟酒，保证睡眠充足，保持
有规律的生活。

见习记者 王倩 文/图

医生正在为患者检查

走访：多数市民选择食用碘盐
对于“碘盐致病”这一传言，近日，记者走访了乐山中

心城区部分超市。发现目前这些传言并未影响到市民们
的日常生活，大家对含碘食用盐仍保持较高消费信心。

据沃尔玛超市营业员介绍，不论是含碘的食用盐还是
含铁、含锌的食用盐，销售都和以往差不多，卖得最好的是
普通的含碘食用盐。

“吃了这么多年了，也没见出什么问题，应该对身体健
康没有什么坏处。”市民赵先生表示。

专家：甲状腺癌流行与食盐加碘无关
“食盐加碘与甲状腺癌升高的现象没有关联。”市人民

医院营养科主任张艳介绍，甲状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快速增长趋
势，在我国该病发病率上升幅度为“众癌之首”，近10年的
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8%。目前甲状腺癌的病因尚不明确，
已知的危险因素包括电离辐射、环境、饮食、生活方式及精
神压力等多种因素。

碘盐消费量和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并不存在正相关关
系，相反碘盐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甲状腺癌发生有保护性
作用，碘盐和甲状腺癌死亡率无相关性。

释疑：成人碘推荐摄入量 120微克/天
张艳认为，人体不能生成碘，需要从外部获取。我国

居民摄取碘的主要来源是碘盐、食物和饮用水。除高水碘
地区外，碘盐对人体内碘的平均贡献率为84.2%。

临床上，如果孩子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缺碘，会影响
大脑正常发育。碘缺乏病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
单纯性聋哑、流产、胎儿先天畸形等，最主要受害者是妇女
和儿童。我国是世界上碘缺乏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那么，人体每天摄入多少碘合适呢？
0到6个月：85微克/天；6个月到1岁：115微克/天；1

到10岁：90微克/天；11到13岁：110微克/天；14岁及以上
成人：120微克/天；孕妇：230微克/天；乳母：240微克/天。

按照我国《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食盐强化碘量水平为
25毫克/公斤，若每天摄入5克食盐，烹调损失率按世界卫
生组织等机构推荐的20%计算，每天从加碘食盐中可摄入
碘100微克，再加上饮水和食物中摄入的碘，则能达到一
般人群碘推荐摄入量。因此，除了居住在水源性高碘地区
的居民无需食用加碘食盐外，其他居民都应食用。

但张艳指出，患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甲亢、甲状
腺炎）患者，因治疗需要遵照医嘱可不食用或少食用碘盐。

记者 戴余乐

腰腹部突发剧痛
谨防泌尿系统结石发作
6月23日 星期三 乐山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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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补碘 健康一生

碘素有“智力元素”之称，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须的微量营养素，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人了解碘缺乏病的危害。但最近，网络上有部分人对“全民食盐加碘”提

出质疑，认为部分地区“补碘过量”导致包括甲状腺癌在内的甲状腺疾病增加。
究竟该不该食用加碘盐，如何科学补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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