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拯救” 睡眠

肝硬化出现呕血、 黑便、

腹水怎么办

不少肝硬化患者进展到晚期饱

受呕血、 黑便、 腹水折磨， 痛苦不

堪， 甚至很悲观地认为自己没得救

了， 果真如此吗？ 对此， 广医一院

介入科主任熊斌教授支招， 其实出

现食管静脉曲张急性出血等并发症

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也不必悲观，

临床上可以选择内镜治疗

+

非选择

性

β

受体阻滞剂来帮助止血。

如果以上方法仍无法止血， 介

入科还有个“止血利器” ———经颈

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 （

TIPS

）。 过

去对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的手术治

疗多采取传统大切口的开刀手术方

式， 创伤大、 患者恢复慢。 随着微

创介入治疗技术的发展，

TIPS

应运

而生。 这种治疗门脉高压、 上消化

道出血的介入新疗法， 目前已广泛

应用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导致的食

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顽固性

胸腹水， 以及布加综合征、 肝窦综

合征、 门静脉高压合并门脉血栓等。

在实施这种微创介入术式时，

患者仅需接受局部麻醉， 然后在颈

部打开一个小口， 通过导丝和导管

等器械在肝静脉和门静脉之间利用

支架建立一个人工分流道， 使肝静

脉压力梯度快速降低， 起到明显的

止血效果。 对于胃静脉曲张急性出

血的患者， 内镜疗效通常不理想且

易发生再出血， 熊斌建议可考虑直

接采用

TIPS

治疗。

早防早诊治

肝癌并不可怕

肝癌起病隐匿， 早期症状往往

不明显， 也正因此， 不少患者初诊

时已是中晚期， 治疗效果不理想 。

如何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

“只要做到早防早治， 综合治

疗， 就能够显著提高肝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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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

存率。” 广医一院肝胆外科主任汪国

营教授分析， 我国大部分肝癌是在

乙肝基础上发生的， 乙肝

-

肝硬化

-

肝癌三部曲是最常见的发病模式，

但丙型肝炎、 酒精性肝炎、 长期食

用发霉的食物等等也是肝癌的致病

因素。 他建议， 有乙肝或丙肝病毒

感染、 长期酗酒、 非酒精脂肪性肝

炎 、 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食物 、

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 以及有肝

癌家族史等的人群， 尤其是

40

岁以

上男性， 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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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至少检查一次

血清甲胎蛋白和肝脏超声。 对于肝

脏超声和甲胎蛋白异常者， 可借助

增强

CT

、 磁共振成像 、 超声造影

等帮助进一步明确诊断。

一旦确诊为肝癌也不用慌。 汪

国营介绍， 随着综合治疗理念的进

步和治疗手段的增加， 如今肝癌的

治疗效果比以前已有明显的改善 。

目前指南推荐的所有的肝癌治疗手

段包括局部消融、 手术切除、 肝脏移

植、 介入治疗、 放射治疗、 靶向和免

疫药物治疗、 中医中药等。 不过， 如

何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 还要根据肿

瘤情况、 肝功能情况以及病人的全身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并充分利用不同

治疗方式的特点优势， 充分发挥多学

科协作团队为病人寻求“最优解”。

创新术式

解肝胆管结石复发难题

李先生 （化名） 因反复出现上

腹部疼痛、 黄疸 、 发热等症状多次

在各地就医， 诊断为肝内胆管结石 。

因病情反复发作 ， 李先生多次手术

治疗， 且切除过部分肝脏 ， 但术后

症状缓解甚微。 他向广医一院肝胆

外科副主任王平教授求助 。 完善了

各 项 检 查 ， 排 除 了 手 术 禁 忌 证 后 ，

王平团队决定为他施行经皮肝穿刺

I

期造瘘 （

PTOBF

） 手术。

手术当天， 全麻下医生团队在他

的腹部开了一个小孔， 通过

B

超引导

成功避开血管， 对其病灶所在的肝段

精准定位， 随后顺利穿刺取石， 为他

清除了肝内胆管结石。

“像李先生这样因肝胆管结石复

发， 多次反复开刀的患者不在少数。”

王平介绍， 肝胆管结石是指左右肝管

Y

型汇合部以上各分支胆管内的结石，

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难治愈的胆石症，

约占胆石症

0.6% -21.2%

， 高发年龄

为

30-50

岁。 近年来， 随着饮食习惯

（如多食鱼生） 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

种病有年轻化的趋势。 多数患者发病

时出现上腹疼痛 （绞痛或持续性胀痛）

症状， 并且可伴有寒战、 发热。

“目前肝胆管结石最主要和最有

效的治疗方式依旧是手术治疗。” 王平

分析说， 经皮肝穿刺

I

期造瘘硬镜碎

石取石术 （

PTOBF

） 创伤小、 手术时

间短、 结石取净率高、 术后结石复发

率低， 近年来在临床中应用越来越多。

对临床症状较严重， 出现反复腹痛以

及黄疸、 发热等并发症的患者， 他建

议行微创手术取石， 解除胆道狭窄及

梗阻， 去除结石的部位和感染病灶 、

恢复和建立舒畅的胆汁引流以防结石

复发 ； 而对于有手术禁忌证的患者，

则建议使用药物治疗辅助治疗， 用药

溶石排石的同时还可助改善肝功能 、

促进胆汁代谢。 （翁淑贤）

流感来袭

儿童如何防范

近期多地流感高发， 该如何防范？

尤其是抵抗力弱的儿童该怎么做？ 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儿科负责人、 主

任医师朱炜春和儿科副主任医师岑政晖

给大家支招。

1.首先， 在确诊流感后， 应尽早服

用磷酸奥司他韦。 儿童服用颗粒剂型，

成人服用胶囊剂型。 如果买不到颗粒剂

型， 儿童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选用胶囊

剂型。

2.有些家长担心药物副作用。 其

实， 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磷酸奥司他

韦， 是很安全的。

3.但药物使用也有注意事项， 必须

在起病后两天内使用， 药效才是最佳，

时间窗过了， 再用效果就不好了。 另

外， 药物使用后 1 到 2 天才会起效， 总

疗程 5 天。

4.如果是重症流感， 则可以选用帕

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 这个一般住院部

才需要用到。

5.对症治疗方面， 宝宝感染流感后

会高热难退， 可先服用退热药， 如布洛

芬或对乙酰氨基酚， 同时， 配合物理降

温方式控制体温， 再根据临床表现选择

对症药物。

（张青梅）

睡觉打呼噜

不是睡得香

鼾症俗称打呼噜， 医学称为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 偶尔打鼾不用过度

关注， 可能是由于过度疲劳或睡眠姿

势不对造成的。 如果经常打鼾， 鼾声

较大， 打鼾当中经常出现不呼吸的情

况 ， 则需治疗。 鼾症患者 ， 虽然在睡

觉 ， 但睡眠质量严重下降， 身体并没

有得到有效的休息 ， 白天困乏 、 瞌睡

是患者最常见的症状 。 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在人群中的发病率约 4% ， 主要

表现为打鼾、 呼吸暂停、 窒息等 ， 会

使患者出现严重的低氧血症、 碳酸血

症和酸度增加 。 而这些因素会进一步

破坏人体血管 ， 导致血栓形成、 脑出

血 、 冠心病、 心肌梗塞等 ， 并加重肥

胖 ， 而肥胖又会导致出现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 形成恶性循环。

杨相里提醒市民 ， 一旦出现长期

打鼾、 睡眠时呼吸暂停、 白天嗜睡等

症状 ， 应警惕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应 到 医 院 进 行 多 导 睡 眠 监 测 及 相

关 检 查以明确诊断 ， 并及时接受正规

治疗。

（刘波）

小小创可贴

千万别乱用

天津市妇幼保健院见教科田祯提

示， 使用创可贴尤其是给孩子使用时一

定要注意方法， 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在贴创可贴前， 一定先用生理盐水

充分冲洗伤口 ， 也可在流动水下冲洗 。

清洁伤口后， 建议用碘伏消毒。 这样处

理伤口后再贴创可贴。 如果受伤部位在

手指、 脚趾关节处， 建议采用螺旋式或

交叉式包扎， 可将创可贴两端剪开， 交

叉包扎。 切忌使用环式包扎法， 甚至用

绳子、 皮筋加固勒紧。 这会导致手指远

端的血流供应受阻， 长期处于缺血状态

的手指， 可能发生坏死。

创可贴至少每天一换， 直到伤口完

全愈合。 沾水后一定要及时更换， 以免

伤口长期潮湿感染。

（庄媛）

“睡得好吗”正在取代“吃了吗”

成为不少朋友之间见面的开场白。估

计没有人会预料到，再日常不过的睡

觉在今天会成为一个问题。

中国睡眠研究会之前发布的一

份关于国人睡眠状况的报告显示 ，

2012

年至

2022

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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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国人

的入睡时间晚了

2

个多小时，睡眠平

均时间由

8.5

小时缩减到

7.06

小时。

媒体在调查中还发现，我国睡眠障碍

人群日益增多，且呈现低龄化趋势。

其实不用这些数据“背书”，日

常消费场景中 ，睡眠“周边 ”产品的

持续火热足以说明一切。 褪黑素、酸

枣仁 、蒸汽眼罩 、乳胶床垫 、监测睡

眠质量的穿戴设备等，每一个风口都

支撑起不小的市场。为了摆脱手机的

诱惑， 强行戒掉睡前刷手机的“瘾”

性行为，消除不断晚睡的可能，手机

定时盒、手机锁近来成为市场新宠。

睡眠经济的崛起， 会让我们睡

得更好吗？虽然尚未有严谨的统计或

研究，但就日常体验来说，似乎并不

如此。 在铺天盖地的睡眠经济营销

中，睡眠成为一种因稀缺而宝贵的资

源，在医学话语的叙事包装下，各类

助眠产品成为睡眠这件事的“神

助攻”，似乎反倒放大了人们的睡眠

焦虑。

睡眠， 当然是一种医学现象，但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可能高估了

自己对睡觉这件事的掌控权，相对应

的，也低估了社会文化在塑造我们如

何睡觉这件事上的影响力。

在崇尚高效的社会，在“付出总

有回报” 的叙事仍大行其道的今天，

起床时间晚、爱睡觉、睡觉时间长往往

与懒惰、 倦怠这样的标签捆绑在一起。

在社交媒体上，“你见过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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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钟的

图书馆吗”之类的帖子总是能获得广泛

传播，记录早起生活的短视频成为众多

人效仿的模板。 在这套话语中，抱怨忙

碌似乎是成功者的标配，睡眠自由在一

些时候却被认为是失败或无所事事的

佐证。

没有人否认，在睡眠这件事上，每

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最适宜模式，而灵

活安排睡眠也是个人自由。但面对可以

说无孔不入的文化等影响，个人似乎根

本难以抵挡。 不少人明明可以早睡，也

要主动选择熬夜学习或工作，美其名曰

拿回对时间的掌控权，但实际上也是对

社会流行的“睡眠正确” 的妥协与解

码。 （杨依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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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被称为人体的“生命塔”，每天承担着分泌、代谢、解毒、凝血等多种“重任”，与身体其他各

器官关系密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日常该如何养肝护肝、远离肝病？ 万一查出肝病，甚至进展到肝

硬化、肝癌又该如何应对？ 近日，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广医一院”）大坦沙院区举办

的爱肝日科普讲座上，该院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南山名医团从多角度为市民支招。

科学护肝 拒绝“肝”着急

小贴士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