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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脂肪肝不当回事别把脂肪肝不当回事

“背薄一寸，命长十年！背厚一分，人老
三岁。”脊背的厚度对人的身体健康影响真
的有这么大吗？

“厚脊背”是指由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
脂肪堆积，脊柱负担加重，从而使得脊柱变
形，背部就会出现厚度变大、驼背、富贵包、
颈前伸等症状，这样的结果会让骨骼逐渐变
形，影响血液流通、神经敏感性和肌肉劳损，
从而产生各种不适和疾病，危害到身体健
康。背部不仅是人体坚实的保护屏障，更是
我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专家提醒，在日常
生活中，这些不常注意的坏习惯正在悄悄损
伤着我们的脊背。

1.高脂肪的饮食 高脂肪的饮食会使背
部脂肪堆积，脊背负担加重。

2.长时间不正确的坐姿 相比站立，坐
着的时候脊背和骨盆会承受更大压力，而不
正确的坐姿不仅会使得压力增大，还会导致
脊背损伤。此外，过软和过硬的椅子也都会
影响脊背健康。

3.驼背 驼背的人本身脊背就有问题，
如果不加以纠正，将就会对脊背造成不可预
估的损伤。

4.长期单肩负重 长期单肩负重会导致
双肩失衡，出现高低肩，严重者会使得脊椎
变形。喜欢背单肩包的人要注意定期更换
背包的位置，左右肩互换。 武珍珍

几类人饮食更要控盐

糖尿病是一大疑难疾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经受着糖尿病的痛苦折磨，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四处奔波求医问药，却往往满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归。“难道治疗糖尿病就这么难吗？”这是很多患者前

来大同现代医院就诊时，咨询糖尿病专家邢林山时的第一个问题。在邢林山等糖尿病专家的精心诊断下，

在该院先进设备、领先技术、专业团队的精准检测和治疗下，这些饱受糖尿病折磨的人们能少走弯路，减

少、脱离病痛的折磨。

“盐是百味之首”，没有盐，再好的厨师
也做不出美味的菜肴。随着我们身边的美
味越来越多，过量食用盐带来的健康风险也
越来越大。过多的盐（钠盐）会升高血压，而
高血压是发生心脏病和中风的首要危险因
素。同时，高盐饮食是食管癌、胃癌、脑卒
中、心血管病、高血压等疾病的高危因素。
少吃盐，应该成为健康共识，专家建议这几
类人更要少吃：

1.容易水肿的人
人体内的水分滞留情况和钠的摄入密

切相关。有研究表明，食盐的摄入量过多会
引起水肿、头疼、腹胀等一系列症状。

2.肠胃不好的人
摄入大量含盐量高的食物会使胃里保

护性黏液的黏度降低，从而降低它对胃壁的
保护作用，使胃壁更容易受到伤害，导致胃
病的发生。长期大量摄入高盐量的食物也
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

3.皮肤差的人
由于渗透压的作用，当摄入大量盐以

后，身体中的水分会减少，排出身体的水分
会增加，从而会导致皮肤缺水，不利于保湿。

4.肾病和高血压患者
肾脏是钠盐排出体内的必经通道，盐分

摄入过量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而过量食盐
盐也会引起高血压。因此，肾脏不好的人、
高血压患者都要少吃盐。 武珍珍

记者：不加糖的食品就是无糖吗？

邢林山：食用不加糖的食品就是
无糖，血糖就升不上去。这种认知是
完全错误的。一个人的生命是需要
多种营养维持的，其中碳水化合物即
糖类物质是主要的，没有糖是无法生
存的。人们每天吃各种主食如米、
面、豆及各种杂粮等，都是碳水化合
物即糖类物质，它们都转变成葡萄糖
为人体供应能量，所以说不加糖的食
品不等于没糖，只是碳水化合物转化
成葡萄糖，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尿糖阳性就是糖尿病吗？

邢林山：尿糖阳性不一定都是
糖 尿 病 ，因 为 下 列 情 况 也 可 以 出
现 尿 糖 ，但 不 是 糖 尿 病 。（1）妊 娠
期 糖 尿 。 孕 妇 往 往 由 于 细 胞 外 液
容 量 增 加 而 抑 制 肾 近 曲 小 管 重 吸

收 葡 萄 糖 的 能 力 ，出 现 糖 尿 。 怀
孕 后 期 或 哺 乳 期 由 于 乳 腺 产 生 过
多乳糖，且随尿排出产生乳糖尿，
应 与 葡 萄 糖 鉴 别 。（2）滋 养 性 糖
尿 。 少 数 正 常 人 在 摄 取 大 量 含 糖
食 物 后 ，由 于 小 肠 吸 收 糖 过 快 而
负 荷 过 重 ，可 以 出 现 暂 时 性 糖
尿。（3）其他糖尿。在胃切除或甲
状 腺 功 能 亢 进 症 中 ，糖 在 肠 内 吸
收 加 速 ，食 后 血 糖 迅 速 升 高 又 很
快 降 低 ，表 现 为 暂 时 性 糖 尿 及 低
血 糖 症 状 。 肝 功 能 不 全 时 ，果 糖
和 半 乳 糖 利 用 失 常 ，血 中 浓 度 过
高 ，有 时 会 出 现 果 糖 尿 或 半 乳 糖
尿。另外，进食过多半乳糖、甘露
糖 、果 糖 、乳 糖 等 ，或 体 内 代 谢 失
常时也可相应地发生糖尿。

记者：饮食治疗重要吗？

邢林山：饮食治疗是治疗糖尿

病的基本措施，在各型糖尿病治疗
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何种
糖尿病，是轻是重都必须通过饮食
控制。对于年长、无肥胖而无明显
症状或只有少许症状的轻型患者，
尤其是空腹或餐后血糖偏高者，更
应把饮食治疗当作首要措施。

记者：降糖药价格越贵越好？

邢林山：大多数糖尿病患者都
需要依靠口服降糖药来控制血糖，
就 诊 时 希 望 医 师 给 自 己 开 点“ 好
药 ”，有 的 甚 至 不 管 价 格 多 贵 ，点
名就要进口药，正所谓“一文价钱
一文货”。在这些患者看来，价格
贵 的 药 肯 定 比 便 宜 的 好 ，进 口 药
比 国 产 药 要 好 ，这 些 想 法 显 然 有
失 偏 颇 。 其 实 ，每 种 药 都 有 它 的
长处，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说，降
糖 作 用 强 的 药 物 ，引 起 低 血 糖 的

危险就大；不容易引起低血糖的，
降 糖 作 用 往 往 偏 弱 。 所 以 ，患 者
和 医 师 共 同 寻 求 的 应 该 是 药 物 选
择 的 合 理 、正 确 ，也 就 是 一 定 要

“对症”。由于糖尿病的病因与胰
岛 素 分 泌 不 足 和 机 体 对 胰 岛 素 反
应 差 有 关 ，因 此 口 服 降 糖 药 是 这
两 个 问 题 的 主 要 解 决 办 法 。 口 服
降 糖 药 共 分 为 5 大 类 ，每 一 类 药
物 的 特 点 及 适 应 症 均 不 相 同 。 糖
尿 病 患 者 存 在 个 体 差 异 ，因 此 不
同 的 患 者 需 服 用 不 同 类 型 的 降 糖
药 。 在 对 口 服 降 糖 药 进 行 选 择
时 ，除 了 要 对 药 物 本 身 有 一 定 的
了 解 外 ，还 要 结 合 糖 尿 病 患 者 的
发 病 年 龄 、病 程 、身 高 、体 重 以 及
其 他 疾 病 的 病 史 等 因 素 综 合 考
虑 ，不 能 简 单 地 从 价 格 上 来 选
择。否则，不仅血糖控制不理想，
还 可 能 损 害 身 体 的 其 他 器 官 ，所
以 ，糖 尿 病 患 者 一 定 要 在 专 科 医

师的指导下选择降糖药物。

记者：使用胰岛素就意味着
控制血糖失败了吗？

邢林山：这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误
区，很多患者严格遵循饮食、锻炼
和 减 轻 体 重 的 控 糖 方 案 ，但 仍 需
要 使 用 胰 岛 素 ，而 且 加 用 胰 岛 素
更 有 利 于 患 者 的 血 糖 控 制 和 并 发
症 的 预 防 。 事 实 上 ，Ⅱ 型 糖 尿 病
是 一 种 渐 进 性 的 疾 病 ，这 就 意 味
着 病 人 需 要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对 治
疗 方 案 进 行 相 应 的 调 整 和 改 变 ，
以 确 保 血 糖 水 平 保 持 在 正 常 合 理
范 围 内 。 合 理 的 饮 食 和 坚 持 锻 炼
都 是 重 要 的 控 糖 手 段 ，但 用 药 需
求 会 有 变 化 。 而 且 ，Ⅱ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中 有 相 当 大 比 例 的 人 最 终 会
需 要 胰 岛 素 ，但 医 学 界 并 不 认 为
这是一种失败。

脂肪肝是现代人的多发病，
很多人在体检查出了脂肪肝，但
因为脂肪肝平时没什么症状，不
痛不痒，人们压根儿就不当回
事，想着以后减减肥自然就好
了，于是忽视了脂肪肝治疗，从
此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市四
医院肝病五科主任徐治国说，脂
肪性肝病已经成为仅次于病毒
性肝病的第二大肝病，严重危害
人体健康，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
重视。

近年来，随着不良生活习惯
和饮食结构的改变，越来越多的

人受肥胖的困扰，脂肪肝发病不
但年轻化而且患病率也越来越
高。据统计，我国成年人脂肪肝
患病率高达 12.5~35.4%，在肥胖
人 群 中 脂 肪 肝 的 患 病 率 高 达
60%~90%，每 10 个人中就有 6~9
个人患有脂肪肝。肝脏是人体
内最大的合成工厂，人体在肝脏
中发生的化学反应有 500 种以
上。但是，因为肝脏内部没有痛
觉神经，而且肝脏的自身代偿作
用很强，所以少数的肝细胞受
损，人体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徐治国说，脂肪肝如长期得

不到有效治疗，大量脂肪就会堆
积在肝脏内，造成肝细胞反复弥
漫性变性坏死，之后出现纤维增
生和肝细胞结节状再生的问题，
肝脏正常小叶结构也会遭到破
坏，导致肝脏缩小变硬，最终引
发肝硬化等多种恶性肝病。临
床统计显示，脂肪肝患者并发肝
硬化、肝癌的概率是健康人群的
150 倍。同时，由于脂肪肝患者
机体免疫力相对较低，感染甲、
乙型肝炎的机会也明显高于健
康人群。

徐治国强调，早期的脂肪肝

症状不明显，等感觉到明显的身
体不适时，此时已有大于 80%的
肝细胞受损了。所以，对脂肪肝
掉以轻心的话，会严重威胁患者
的健康和生命。脂肪肝属可逆
性疾病，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可
恢复正常。

据悉，市四医院肝病五科是
脂肪性肝病专科门诊，擅长脂肪
肝及相关肝病的诊治。 锦秀

苏女士今年 45 岁，似乎成了疼痛的
“靶子”。今天，她怀疑自己的肝出了问
题；明天，她又觉得是胃出了毛病。更
离谱的是，她一看到网上报道一种罕见
病时，就赶紧给医生打电话，说自己肯
定就是这种病。后来，经精神科医生确
诊，苏女士患上了疑病性疼痛，疼痛是
她自己疑心出来的。疑病性疼痛患者通
常说不清哪里疼，疼到什么程度，就是
总觉得自己因为某种病引发了疼痛。

疑病性疼痛的患者通常具有以下特
征：首先是患者平时比较胆小、多虑、
拘谨，感情比较脆弱。第二是身边有熟
悉的人患过某种重病或因此去世，他们
于 是 就 怀 疑 自 己 是 不 是 也 被 此 病 魔 缠
身。第三是有轻微的躯体症状，例如因
吃坏了东西或天气凉而感到胃部有点不
舒服，他们就把这种症状无限放大，然
后怀疑自己的疼痛是重病的信号。第四
是对医学知识半懂不懂。有些疑病性疼
痛的患者觉得自己久病成医，经常自我
诊断为某某病。

如 果 身 边 有 人 属 于 疑 病 性 疼 痛 患
者，首先让他们从正规途径获取正确的
医 学 科 普 知 识 ， 例 如 科 普 书 籍 、 讲 座
等。如果亲朋好友中有医生的话，最好
能听听他们的分析。

但是，如果疑病性疼痛患者已经到
了很偏执的阶段，恐怕这些调节方式就
不大起作用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他
们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结合具体病
情，按照医嘱及时服药和进行咨询。

（市六医院）

疼疼疼

糖尿病患者不可不知的事儿糖尿病患者不可不知的事儿（二）

让劳动者共享职业健康

我市职业病防治情况

冯鼎介绍说，我市职业病主要集
中在职业性尘肺病、职业中毒、职业性
噪 声 聋 、职 业 性 传 染 病 等 4 大 类 10
种。其中，职业性尘肺病占 99%，在职
业性尘肺病中又以职业性煤工尘肺为
主，占所有职业性尘肺病的 95%。职
业性尘肺病特别是职业性煤工尘肺仍
然是我市最主要的职业病。目前，我
市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职业
病防治、监督体系还有待于完善，用人
单位的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也要落实
到位，还要进一步加强职业健康检查
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与此同
时，要强化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作用，加强质量管理体系、专业技术人
员等职业病防治能力建设。

何谓职业病

2012 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规定，职业病是
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
下统称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
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
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病分为10大类132种

当前，我国颁布的《职业病分类和

目录》中共列出了 10 类 132 种职业病，
具体分类如下：

1.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
病，尘肺13种，其他呼吸系统疾病6种。

2.职业性皮肤病 9种。
3.职业性眼病 3种。
4.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4种。
5.职业性化学中毒 60种。
6.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7种。
7.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11种。
8.职业性传染病 5种。
9.职业性肿瘤 11种。
10.其他职业病 3种。

如何诊断职业病

当劳动者健康出现问题，劳动者
可以到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
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
申请职业病诊断，申请职业病诊断需携
带以下材料：

1.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
触史（包括在岗时间、工种、岗位、接触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等）。

2.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3.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结果。
4.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还需要

个人剂量监测档案等资料。
5.与诊断有关的其他资料。

职业病患者享受哪些待遇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和第
三十三条规定，职业病患者享受以下待遇：

1.用人单位应安排职业病患者进
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

2.用人单位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
工作的职业病患者，应当调离原岗位，
并妥善安置。

3.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
位津贴。

4.职业病患者的诊疗、康复费用，
伤残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患者
的社会保障，按照国家有关工伤社会
保险的规定执行。

5.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但
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
的，其医疗和生活保障费用由用人单
位承担。

6.职业病患者除依法享有工伤社
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
得赔偿的权利，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
赔偿要求。

7.职业病患者变动工作单位，其
职业病待遇不变。

8.用 人 单 位 发 生 分 立 、合 并 、解
散、破产等情形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妥善安置职业病患者。

9.从事有害作业的职工，因按规定
接受职业性健康检查所占用的工作时
间，应按正常出勤处理。如职业病防治
机构（或诊断组）认为需要住院作进一
步检查时，不论其最后是否诊断为职业
病，在此期间可享受职业病待遇。

劳动者这样预防职业病

第一、上岗前劳动者要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
第二、遵守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

岗位操作规程或其他安全规程。
第三、作 业 时 坚 持 正 确 使 用 职

业病防护用品，如防尘口罩、防噪声
耳塞等。

第四、及时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
职业健康检查，按体检机构要求及时
复查相关职业异常项目。

第五、发现身体出现可能与职业
有关的疾病或异常，请及时到专业机
构进行检查或咨询。

第六、积极参加用人单位开展的
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或通过媒体、
网络搜索职业病知识，提高自身的防
护意识。

用人单位要提高职业病防护意识

1.源头的预防。源头预防的有效
办法就是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对职
业 病 危 害 严 重 的 建 设 项 目 ，其 防 护
设 施 设 计 需 经 卫 生 行 政 部 门 审 查 ，
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方可
施工。

2.生 产 过 程 中 建 立 职 业 病 危 害
项 目 申 报 制 度 ，加 强 职 业 危 害 控 制
管理。

3.进行劳动现场的有毒有害因素
的监测和控制，实行职业病危害控制
效果评价制度。

4.对 员 工 进 行 上 岗 前 、在 岗 期 、
转 岗 和 离 岗 的 健 康 体 检 ，对 员 工
进 行 职 业 卫 生 健 康 教 育 ，让员
工正确的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本报记者 刘锦秀

这些坏习惯损伤脊背

今年的 4 月 25 日~5 月 1 日，是我国第 19 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此次宣传周活动

的主题是“共创健康中国，共享职业健康”。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大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职业病监测与评价科科长冯鼎，他为读者科普了《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知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