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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多地被严重的雾霾笼罩，造成咳嗽等呼吸
道疾病增加。其实，除了雾霾等环境因素，近年来另
有一种疾病也正在诱发咳嗽甚至哮喘增多。

“我从医几十年了，没想到自己会被无穷尽的咳
嗽及其他不适折磨4年多。”已退休的黄医生在浙江省
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治好了顽固性咳嗽，近日到医院
复查时感叹不已。

老医生无奈“千日咳”

“这咳嗽怎么这么难治啊！”黄女士今年70多岁，
退休前是杭州郊县某医院的一名内科主任医师。大
约4年前的秋冬季节，黄女士开始胃不舒服，还时不时
夹杂几声咳嗽。“天凉了，加上年纪大起来，胃不适，咳
嗽几声也是免不了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阅病无数
的内科医师，起初并未重视。

没想到，这病居然与她“扛”上了，死缠烂打，就是
不离身。配置中药调理，前后两年，一直未见改善。
更让她苦恼的是，2014年后病情加重，以前是早、晚症
状明显，白天还好；渐渐地发展至从早到晚，折磨不
停：烧心症状愈发明显，发生剧烈咳嗽难止时还会发
生呕吐（呕吐型咳嗽），以致夜不能寐，长期如此，体质
明显下降。几年来，黄女士辗转多家医院四处求医问
药，日常饮食上非常注意，即便如此，咳嗽及胃不适依

然异常剧烈，“每次咳嗽时都恨不得把胃里的东西都
吐出来。”

做过无数次的贝餐和胃镜检查，有医生说黄女士
好像是食管裂孔疝，胃食管反流炎。考虑到年纪和病
情，主要以吃药保守治疗为主，但症状一点也没有改
善，这让黄女士痛苦万分。

一个多月前，黄女士来到浙江省人民医院。肝胆
胰外科主任医师王知非为她做了“食管24小时PH监
测”，结果明确地诊断为“胃食管反流”。根据病情，王
知非认为采用微创手术较好。胃食管反流一般采用
药物治疗；病情严重且药物无法控制情况下，应考虑
外科微创手术。几天后，由王知非主刀施行胃折叠手
术。术后第二天，黄女士咳嗽就止住了，其他胃不适
症状也随之消失。

一成咳嗽者或有这样烦恼

王知非介绍，胃食管反流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是
多因素的。其中包括食管本身抗反流机制的缺陷，如
食管下括约肌功能障碍和食管体部运动异常等；也有
食管外诸多机械因素的功能紊乱。该疾病在中国有
5.5%～7.5%的发病率，与慢性咽炎、胃炎、肺部疾病、
心血管疾病等易混淆。

据研究，咳嗽、哮喘患者中近 50%与胃食管反流

病相关，其中有 10%左右是胃食管反流病直接导致
的，也就是说这部分病人所谓的咳嗽，是胃食管反流
的一种临床表现。反流的酸水刺激气道、咽喉会使
咳嗽及哮喘变得严重。上述情况可称为反流性咳嗽
或哮喘。

王知非说，呼吸道和食管是相通的。正常情况
下，由于气道存在保护机制，吃进去的食物一般并不
会进入气道，但是在疾病状态下，像黄女士的胃食管
反流病，胃里的胃酸和食物就可通过食管反流至咽喉
并进入气管，甚至肺部。由于呼吸道黏膜对这种酸性
反流物毫无抵御能力，一旦接触就会立即引起呼吸道
平滑肌的强烈痉挛和分泌物大量形成，导致严重的咳
嗽、呼吸困难或哮喘发作，严重者甚至可以引起致命
的喉痉挛。

胃食管反流导致的哮喘和咳嗽常有一些蛛丝马
迹，比如偶尔出现的夜间酸水反流至口鼻腔，并引起
刺激性呛咳，这是反流液进入气管的直接证据。

王知非指出，顿顿饱餐会加重胃的负担，聚会则
让人的精神处在一种亢奋状态，将加重胃食管反流及
该病引起的咳嗽或哮喘。王知非提醒，春节将至，胃
食管反流患者应注意调节饮食，少量多餐；餐后切忌
立即卧床，至少2小时后才可取卧位。此外应避免精
神紧张、焦虑、抑郁等。

宋黎胜

中医在认识、治疗疾病中注重“天人相应”和
“道法自然”。喝苦药，加糖；炒菜时，糖放多了加
醋，醋放多了加糖。苦和酸是甜的天然搭配。苦味
是甜味的对立，酸味是甜味的中和。“苦酸制甜法”
来源于中药四气五味理论及中医阴阳理论，针对糖
尿病的典型症状尿甜，像炒菜一样采取苦酸味药物
的治疗，达到降低血糖的目的。

“苦酸制甜法”适用于肥胖Ⅱ型糖尿病前期、早
期、中期患者，或Ⅱ型糖尿病血糖难以控制者。目
前，Ⅱ型糖尿病中80%是肥胖患者，其中大多数并无
消渴的主症——“三多一少”（吃得多、喝得多、尿得
多、体重减少）。基于这类患者的病机演变过程，将
其划分为郁、热、虚、损四阶段。在以郁、热为主的
阶段，病机重在郁热，此期应重在清郁热，郁热不清
则耗气伤阴。产生郁热的原因或为饮食失节，或为
情志失调。

糖尿病是一种复杂的慢性疾病，中医辨证或似
“无症可辨”，或似“包罗万象”无从下手。“苦酸制
甜法”在辨证思维指导下，可不拘泥于方证，在其他
主方应用基础上加减苦味酸味药也有一定的降糖
作用。单味中药治疗糖尿病，用法简单，药专力宏，
若能用之得当，可使其发挥较大的疗效，较好地控
制糖尿病人的血糖，将单味中药适当地用于复方及
中成药，将起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多年的研究发
现，有降糖作用的中药非常多，如黄连、白芍、绞股
蓝、芦荟、葫芦巴、苦瓜、枸杞等。常用的酸味药有
乌梅、白芍、酸枣仁、五味子、生山楂、山萸肉、石榴
皮、五倍子、怀牛膝等。针对降糖效果不理想的患
者，可在辨证论治基础上选择苦味酸味药物配合降
糖。日常生活中，糖友们可适量食用苦瓜、枸杞、山
楂、乌梅等苦味酸味药食同源的蔬菜水果来辅助调
理血糖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苦酸制甜法”治疗糖尿病应灵
活变通，苦寒之品易伤胃阳，应用不当易致胃脘胀
满不舒、纳差、呕吐等症，尤其在长期大量应用时应
注意避免苦味酸味太过损伤机体。在临床上多配
以生姜及大枣，生姜味辛温属阳，一则以护胃阳，二
则辛味苦味搭配。在应用苦寒药时，既要抓住疾病
的主要矛盾，适时应用，又要兼顾个体，把握好节奏
和尺度。 仝小林

春节前，武义县坦洪乡上陶村举行迎新春文
艺百花会。

演出前村里的晚辈为 76 位 80 岁以上的老人

戴大红花、送上长寿红包，并摆上水果、茶水，让长
辈坐前几排观看村民们自编自演、反映孝老敬老、
时尚奔放的精彩节目。 张建成

胡某年轻的时候经常骑摩托车上下班，最近几年
感觉关节疼痛，去医院一查竟是得了关节炎。他觉得
肯定是自己年轻时骑摩托把关节冻坏了。

受凉后腿痛确实是关节炎的表现之一，但寒冷本
身并非导致关节炎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关节已经
处于疾病期，受冻可能会间接加重病情。目前已有的
证据表明，引发关节炎的三大因素分别是年龄、长期
劳损和活动不当。

人到40岁时，负重关节都会有一些骨关节炎的病
理改变。一些过度使用的情况，比如职业损伤、运动
过量等，关节会提前达到使用寿命，提早出现骨关节

炎。与其说骨关节炎是一种疾病，不如说是一种关节
对于磨损的自然反应。

中年后应当如何保护自己的骨关节？首先是保
持体重，不能太胖，太胖会增加关节的负重；其次是选
择适合自己、不伤关节的运动方式，量力而行，如爬
山、跑步机跑步、爬楼梯、女性常穿高跟鞋等都会加重
关节负担，应尽量减少，少久站、少提重物也能避免膝
关节负荷过大；最后是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已经出现
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应及时治疗。生活中建议穿厚
底且有弹性的软底鞋，以减少膝关节所受的冲击力，
避免膝关节发生磨损。 李人杰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第七十
三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提示关注睾酮药品
引起的心血管风险。

睾酮是维持男性生长发育和雄性特征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激素。在性腺机能减退男性中，睾酮水
平异常偏低，会影响正常的性发育。睾酮药品通过
弥补体内缺乏的性激素，有助于恢复男性正常的睾
酮水平，以确保男性正常的性发育、成熟。

201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
洲药品管理局（EMA）、加拿大卫生部等国外监管机
构，相继发布了关于睾酮药品的安全性信息，主要
涉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
心对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和国内文献开展
了分析评价，结果显示国内心血管系统损害病例报
告较少，无国外关注的心脏病发作、脑卒中和死亡
等病例报告。

据了解，睾酮的不良反应主要累及胃肠损害、
皮肤及其附件损害、全身性损害等，表现为恶心、呕
吐、腹痛、皮疹、瘙痒、痤疮、头晕、乏力、头痛、肝功
能异常、肝细胞损害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建议：
1.医务人员应关注睾酮药品的心脏病发作、卒

中和死亡等风险，在治疗过程中加强睾酮激素水平
的检测，发现相关药品不良反应及时上报。

2.患者在使用睾酮药品过程中，当出现如胸痛、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身体部分或一侧虚弱、口齿
不清等症状时，请立即就医。

3.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加强不良反应监测，并及
时将相关安全性信息传达给医务人员和患者。

一生只爱一件事，一生只做一件事。
绍兴市中心医院分娩室助产士马利娥，在她30

年职业生涯中只做“接生婆”，已接生了1.6万个宝宝。
由于接生时很可能需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

变，今年49岁的马利娥有腰椎不好等职业病，作为
分娩室年纪最大的助产士，她依旧轮值夜班。领导
曾主动提出为她换岗，她却拒绝了这份好意。“我享
受新生命诞生时的喜悦，我热爱这份工作，就让我继
续留在一线吧。”岁月匆匆，当年19岁的小姑娘已成
了大家眼里的接生“外婆”。

1986年7月，马利娥毕业于舟山卫校助产专业，
同年8月被分配至绍兴第四医院（中心医院前身）分
娩室从事助产工作。

回想起当年的时光，马利娥忍不住感慨万千，
时代变了，真的变了，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最老派
的人也变得开通了。产房，从绍兴民间迷信的说法
来看，虽是新生命诞生之地，同样是带着血光的

“暗房”。男人，作为一家之主是不能进入产房的，
否则会对他的前途带来不利。在过去，马利娥见过
一些老人不允许儿子踏进产房，特别是过年时节，
那更是千万不能打破的禁忌。眼下，这可成了过时
的规矩。“医院出了各种政策，老公陪产还得花钱，
可柯桥人都争着陪产呢。”马利娥说起这些，禁不
住笑了。

“现在巨大新生儿越来越多，接近三成的孩子都
是巨大儿，真是让人忧心。”马利娥表示，很多人以为
宝宝越大越好，这是营养吸收、身体健康的表现，殊
不知这是彻彻底底的一种误解。她记得很清楚，医
院曾接生过一个宝宝，生产时超过5.5公斤。由于宝
宝身材过于巨大，生产时造成肩难产，虽然医护人员
和产妇一起努力，可宝宝还是遗留了肩部神经受损
的结果。“其实这件事完全可以避免，第一点，产妇待
产时，没有听从医生的医嘱，没有控制好体重，造成
巨大儿；第二点，生产前，医生建议产妇剖腹产，可产
妇坚信自己是二胎，顺产没有问题。”

30年的时光一闪而过，凭着自己努力，马利娥
现已晋升为妇产科副主任护师。据了解，绍兴市中
心医院虽然不是专业的妇保院，但近几年分娩的产
妇数量已突破7000人/年，在绍兴市排名第二位。

去年初，一位正在陪护产妇的妈妈突然拉着当
时值班的马利娥的手，显得很激动，原来这位妈妈当
初生女儿的时候就是马利娥接生的，如今她的女儿
也来分娩，又是马利娥接生。“我热爱这个岗位！”马
利娥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她不求名、不求利，只求
每一个经手的妈妈和宝宝都能健康、平安、快乐。

叶红 单明铭

退休医生遭遇“千日咳”，病因竟是胃食管反流
一成咳嗽者或有这样烦恼

山村百花会 孝敬摆首位

关节炎是冻出来的？

30年
她接生了1.6万个宝宝

睾酮药品
或引起心血管风险

糖友应多吃“苦”和“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