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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小健啊，睁开眼看一下妈呀！”悲痛欲绝的中年
妇女趴在毫无知觉的儿子身上低声絮叨，泪如雨下，

“假如可以重来，爸妈不会再忍让了。”此番情景，让
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医生护士唏嘘不
已。

停了胰岛素，改服“偏方”

16岁的小健(化名)，是名初中生，原本白白胖胖
蛮精神。10多年前,父母带着出生不久的小健从江
西来浙江某县工作。虽然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十分
好，但父母倾其所能，有求必应，让他吃好穿好。

三年前的春天，父母无意中发现，小健胃口挺
大人却明显消瘦，同时注意到他似乎比以前更加爱
喝水，尿也多了。一番劝说，小健终于拉着脸勉强
一起去了当地医院，没想到小健竟然患上了糖尿
病。更令他们措手不及与头痛的是，糖尿病为Ⅰ
型，意味着得每天几次注射胰岛素，这对小健来说
无法忍受。

从那以后，原本活泼开朗，爱运动的小健变得憔
悴，无精打采，内心也开始封闭起来，不爱与人接
触。为打胰岛素及其他锁事，小健经常动不动就大
发脾气，而父母却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千方百计陪
笑脸哄着，唯恐儿子一不高兴就拒绝打胰岛素。父
母也曾试图硬下心，按医生的话去做，但终究在小健
哭闹中败下阵来。

“我这个侄儿非常任性，平时脾气就很大，一天
几次注射胰岛素确实是件麻烦甚至痛苦的事情，但
不应该老是拿父母撒气呀！”从江西老家赶到杭州的
小健叔叔，摇着头说：“我哥嫂很宠这个孩子，已到毫
无原则的地步。”

“Ⅰ型糖尿病即使每天按时注射胰岛素，饮食还
是要控制，小健却不让敞开了吃就拒绝打胰岛素。
对于这种无理取闹，哥嫂也作‘退让’。”小健叔叔叹
气道 ，“我这次才从哥嫂嘴里知道，这几年小健（空
腹）血糖控制得不好，一直徘徊在10（mmol/L）以上
（正常值上限为6.3）。”

时间到了去年下半年，事情更加恶化。大概是
小健又不愿意打胰岛素了，父母竟然再一次妥协，不
知道从哪儿弄来“偏方”，停了胰岛素，让小健改服

“偏方”。

身体迅速“垮塌”，血糖爆表

“小患者送到我院时病情已十分危重，直接收入
急诊重症监护室。当晚就发生险情，呼吸心跳骤停，
立即予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等抢救措施，
几分钟后恢复自主心跳。”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
主任、主任医师张美齐介绍。

“听小患者父母讲，大约三个月前，给患者改吃
‘偏方’，开始一点点减少胰岛素注射次数及剂量，最
终完全停了胰岛素。”张美齐分析，“可能是胰岛素
剂量慢慢减少，给了患者父母假象，以为是‘偏方’在
起作用。我们专门请了相关专家会诊，都认为患者
父母提供的所谓‘偏方’，对治疗糖尿病毫无作用。”

事实上，小健的身体迅速在“垮塌”。来省城前
两天，小健突然感到胸口如巨石压住，嘴被塞了东西
般，喘不过气来，有明显窒息感，同时额头剧痛，浑身
无力，惊慌失措的父母连忙将小健送到当地医院。
医 生 拿 到 血 糖 报 告 时 吓 了 一 跳 ，其 已 飚 升 到
27mmol/L！抽出的血为粉色——红白混合物，且抽
出后很快就会凝固。当地医生认为患者病情危重，
随时有生命危险，建议转上级医院就诊。

“到达我院时，小患者神志模糊、呼吸急促、口唇
发紫、逐渐昏迷，血糖已爆表，无法测出。”张美齐说,
患者抽出的血马上就凝固，无法进行正常的检测，以
致血标本多次送至化验室被退回要求重抽。我们考
虑,出现这种情况是患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引起内
环境紊乱，导致高脂血症的缘故。此时，患者已出现
急性肾损伤至末期、心功能不全、呼吸衰竭等危象。

张美齐解释，酮症酸中毒是一种致命的糖尿病
急性并发症。大量酮体的产生和聚积，可使机体发
生酸中毒，导致各种代谢紊乱，从而出现一系列的临
床症状，严重者可昏迷甚至死亡。常见于Ⅰ型糖尿
病患者，Ⅱ型糖尿病患者在应激、感染、中断治疗等

诱因下也可发生。
医生护士予血浆置换、降血糖、维持内环境稳定

等一系列处理后，小健血糖下降，电解质逐步恢复
……但患者终因已多器官衰竭，病情进一步恶化而
去世。“很可惜！这好比生命之火未灿烂就黯然熄
灭。”张美齐叹息道。

控制好血糖
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确实太可惜了，小患者的父母面对着医生还
一直说，儿子太不听话，实在没办法呀。爱子心切
可以理解，但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在治疗上一定要坚
持原则，做好劝导，没了‘底线’，‘偏方’’秘方’便
乘机而入，危险自然而然逼近。”浙江省糖尿病防治
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主任华燕
吟说。

“科普一下，糖尿病常分为两种类型：Ⅰ型糖尿
病，占糖尿病发病率的 3%左右，以儿童、青少年多
见，特点为胰岛素绝对不足，需要胰岛素终生治疗；
Ⅱ型糖尿病占到95%，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可口服
降糖药及胰岛素治疗。”上述这个患者属于Ⅰ型糖尿
病，容易引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是威胁糖尿病患
者生命的严重并发症，若不采取及时妥善处理，病死
率较高。

华燕吟说，有些糖尿病患者刚被查出糖尿病，
容易慌张，尤其是Ⅰ型糖尿病患者，一心想在短期把
病治好或者摆脱打针麻烦和痛苦。于是，有患者千方
百计寻找，甚至不惜高价买所谓的‘秘方’‘偏方’”。
需要明确的是，中药可起到辅助调养的作用，目前希
望于完全替代药物及胰岛素并不现实。因此，服中
药时，一定不能停掉胰岛素及降糖药，否则易引起糖
尿病酮症酸中毒严重后果。

专家提醒，糖尿病治疗是长期的，“急功近利”肯
定不行。但糖尿病并不可怕，只要积极乐观地去面
对，持之以恒按照医嘱坚持，控制好血糖则完全可以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对于糖尿病人望眼欲穿却久久难到手的胰岛素

非注射给药方式，华燕吟也谈了看法：胰岛素给药是
微量，少了起不到作用，多了也不行，拿人们寄于厚
望的胰岛素鼻喷雾剂来说（此种非注射给药方式已
存在好多年，《中国卫生画刊》1992 年 09 期就曾报
道：丹麦发明胰岛素鼻吸喷雾剂），按压轻重、喷出来
的量多少一般人很难控制；再者，感冒或鼻炎等使会
鼻黏膜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对药物的吸收。所以非
注射给药途径虽能克服传统的皮下注射给药的“瑕
疵”，但要真正实现临床运用，到糖尿病人手上，仍面
临许多困难。当然，希望胰岛素非注射给药方式能
尽快落地,为广大糖尿病人带来便利。 宋黎胜

当下，很多老年人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尤
其是那些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三高”人群，更是严
把饮食关，油炸食物坚决不吃，大鱼大肉避而远之，饮食
上可谓是精挑细选，对素食青睐有加。那么，老人要健
康真的就应该一味素食吗？到底是吃肉好，还是吃素好
呢？

其实回答这个问难题并不难，正如治病要对症下
药，穿衣要量体裁衣一样，饮食也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
的健康状况进行合理安排。首先，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
有个全面了解，真有“三高”的人，适当控制饮食是控制

“三高”最方便且效果明显的手段，但是要掌握分寸。
肉类虽然脂肪含量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

脂等慢性病的老年人不宜过多摄入，但也不能因此谈肉
色变。肉中含有的蛋白质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是膳食
优质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下
降，因此，容易吸收的优质蛋白质对老年人尤为重要。

研究表明，50岁以后，人体肌肉量开始衰减，并随着
年龄增加肌肉衰减速度加快，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对于减
缓老年人肌肉衰减、维持老年人正常的肌肉力量及功能
至关重要。

在预防老年人少肌症的专家共识中，营养学专家推
荐老年人每天每千克体重至少需要1.0～1.5克的蛋白质
摄入量，其中优质蛋白质最好能达到一半，才能满足蛋
白质的最佳利用，能使肌肉蛋白达到最大合成效率。例
如，一个体重60千克的老年人，每天需要60～90克的蛋
白质，其中优质蛋白质要有30～45克，鸡鸭鱼肉蛋奶等
动物性食物，还有豆制品的蛋白质都属于优质蛋白质。

因此，找到其中的平衡至关重要，可以经常吃一些
脂肪含量低的禽类和鱼类。鱼类尤其是海鱼，不但优质
蛋白质含量丰富，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维
持老年人认知功能也有好处。奶类营养全面，脂肪含量
不高，不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而且还含有丰富的
钙，尤其适合老年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建
议，老年人每天最好要保证300毫升的奶摄入量。

当然，允许吃肉、提倡喝奶，并不是说“素”不重要，
像粗杂粮、蔬菜水果，这些公认的对健康有益的植物性
食物，每天都应该吃一些。植物性食物能给我们提供丰
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及植物化学物质。植物
中的许多化学物质越来越多地被证明能带来健康益处。

从科学上讲，最重要的是讲究膳食平衡，这种食物
种类多样、合理搭配的平衡膳食模式，再结合适当的运
动，对维持合理体重、预防慢性疾病都会起到关键作
用。 马冠生

浙江省中医院肾内科医护人员日前开展义诊咨询，免费为患者测量身高、体重、血糖、血压、血尿酸
等。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肥胖者逐渐增多。肥胖者多存在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血
症、心血管疾病和肾结石等合并症，这些合并症又会诱发或加重多种慢性肾病。

肾病专家认为，平时应对肾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多加注意，比如水肿、腰酸、泡沫尿、夜尿增多、口臭、
恶心、食欲不振、皮肤瘙痒、年轻人高血压以及严重高血压等，一旦出现，要及时就医诊治。 于伟

春暖花开，人们纷纷脱掉了厚重的冬装，对于老年
人来说，身上可以适当少穿些，但膝盖万万不能疏忽，尤
其不能过早脱掉护膝。

随着年纪的增长，骨头会变得脆弱，已经退化的膝
关节承受的压力比年轻人大得多。膝关节的髌骨由两
条骨肉拉伸，悬浮在腿骨交汇处，非常容易滑动。日常
生活中，老人的髌骨还能在小范围内正常活动，一旦受
力不当，极易受伤，因此老人最好常备一副护膝。尤其
是春季，风大、温差大，和煦的春光经常会使人忘记“倒
春寒”的侵袭，让保护了一整个冬天的膝盖遭了秧。如
果老人膝盖着凉，血液循环会变差，进而加重膝关节的
病痛。

建议老年人春天也要戴副护膝，不仅有助大腿和小
腿在活动时保持在同一条直线上，髌骨不易滑离原位，
减少膝盖的压力，还有非常好的保暖作用，防止老寒腿
恶化。尤其是膝关节已经受伤、发生退行性病变或体质
指数(BMI指数）高于24的老人，更需要戴护膝。

不同材质的护膝有利有弊，老年人可按照自身情况
挑选，并根据天气变化适时更换。棉护膝透气性、吸水
性强，但缩水率较大，水洗和穿着后易起皱变形，保温性
一般，而且不耐霉菌；羊毛、兔毛、骆驼毛等制成的毛护
膝保暖性高，但透气性偏差，发汗后不宜散发，防虫蛀性
差，使用一段时间后给人一种陈旧干枯之感；皮护膝透
气性、保暖性好，但怕水；人造革护膝表面不怕受潮，但
保暖、透气性差；混纺护膝吸湿、透气、保暖性一般，但具
有坚牢、速干的优点。

购买护膝时，最好能亲自试穿，并走动一会儿，如果
小腿有肿胀的感觉，或膝盖过度受限，就说明护膝太紧
太厚，妨碍了下肢血液循环，最好更换尺码，或选择敞开
式护膝，能最大限度地贴合膝关节。需要提醒的是，很
多老人图方便，直接把护膝戴在裤子外面，这样做大大
降低了其稳定性，保护效果不理想，建议戴在裤子里
面。 周江南

防三高一味吃素
真的是明智之举吗？

老年人春天最好戴副护膝又是偏方惹的祸——

花季少年尚未灿烂就已黯然凋零

肥胖或诱发加重多种慢性肾病

链接〉〉〉

Ⅰ型糖尿病病因

1.自身免疫系统缺陷
在Ⅰ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液中可查出多种

自身免疫抗体，如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抗
体)、胰岛细胞抗体（ICA抗体）等。这些异常
的自身抗体可以损伤人体胰岛分泌胰岛素的
B细胞，使之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

2.遗传因素
目前研究提示遗传缺陷是Ⅰ型糖尿病的

发病基础，这种遗传缺陷表现在人第六对染
色体的HLA抗原异常上。研究提示：Ⅰ型糖
尿病有家族性发病的特点——如果你父母患
有糖尿病，那么与无此家族史的人相比，你更
易患上此病。

3.病毒感染可能是诱因
许多科学家怀疑病毒也能引起Ⅰ型糖尿

病。这是因为Ⅰ型糖尿病患者发病之前的一
段时间内常常有病毒感染史，而且Ⅰ型糖尿
病的发生，往往出现在病毒感染流行之后。
如那些引起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的病毒，以
及能引起脊髓灰质炎的柯萨奇病毒家族，都
可以在Ⅰ型糖尿病中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