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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第六人民医院

手 术 后 利 于 伤 口 愈 合 的 科 学 饮 食

要准确识别亚急性甲状腺炎
——访大同现代医院甲状腺病专家黄振芬访大同现代医院甲状腺病专家黄振芬

本报记者 王瑞芳

有怕热、多食等甲亢症状，伴发热；有

上呼吸道感染，伴发热；颈部有甲状腺肿

块，伴疼痛和发热等症状时，一定要到正规

医院找专科医生准确诊断，警惕亚急性甲

状腺炎找上你。

“感冒”缘何久治不愈

两周前，周女士出现了喉咙痛、发
热的症状。刚开始体温在 37.5℃ 左右，
她 以 为 是 感 冒 了 ，便 自 行 买 了 感 冒 药
服用，但自行服药 1 周后，症状没有缓
解 。 这 时 周 女 士 才 去 社 区 医 院 ，被 诊
断为呼吸道感染，输了 3 天液后，她不
仅没有好转，甚至脖子也出现疼痛，体
温上升到 38.2℃ 。

后 来 ，周 女 士 来 到 大 同 现 代 医
院 ，该 院 甲 状 腺 病 专 家 黄 振 芬 接 诊

后 ，检 查 发 现 她 的 颈 部 压 痛 明 显 ，心
率 达 115 次 /分 ，结 合 周 女 士 发 热 病
史 ，怀 疑 她 是 亚 急 性 甲 状 腺 炎 ，需 要
住 院 进 一 步 检 查 。

入 院 后 辅 助 检 查 显 示 周 女 士 血
沉 增 快 ，同 时 查 出 有 甲 状 腺 功 能 亢
进（甲 亢）、抗 体 全 阴 性 、甲 状 腺 摄
碘 率 低 ，彩 超 显 示 甲 状 腺 弥 漫 性 肿
大 等 表 现 ，确 诊 为 亚 急 性 甲 状 腺
炎 。 通 过 药 物 治 疗 ，周 女 士 的 体 温
当 天 就 恢 复 正 常 ，颈 部 疼 痛 也 明 显
好 转 。

亚急性甲状腺炎易被误诊

亚急性甲状腺炎是常见的痛性甲
状 腺 疾 病 之 一 ，30 岁 ~50 岁 为 高 发 年
龄 。 黄 振 芬 介 绍 ，亚 急 性 甲 状 腺 炎 并
不 是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 ，与 病 毒 感 染 有
关 。 由 于 其 临 床 表 现 复 杂 多 变 ，非 内
分 泌 专 科 医 生 对 此 病 认 识 不 足 ，极 易
被误诊、漏诊。所以，亚急性甲状腺炎
患者一定要到专科医院进行规范化诊
治。她提醒，出现以下情况时，要考虑
可能是亚急性甲状腺炎：

1.有 怕 热 、多 食 等 甲 亢 症 状 ，伴 发
热、甲状腺局部疼痛。

2. 有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伴 发 热 和 咽
部、颈部不适者，尤其是经抗生素治疗
无效时。

3.颈部有甲状腺肿块，伴疼痛和压
痛，在咀嚼和吞咽时加重，伴有发热，且
激素治疗有效者。

4.中年妇女，有怕冷、少食等甲减症
状，既往有发热及甲状腺疼痛病史者。

5.有发热、颈部疼痛、甲状腺毒症病
史的甲减患者。

责编 版式 孙晓娟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心
里极度紧张不安的时候，即使是
夏天，也手脚冰凉、四肢麻；或是
生气时，气喘吁吁，甚至在一瞬间
难以呼吸，平静后的几天里还容
易生病。

美国医家约翰·辛德勒根据
他几十年的行医经历统计了一组
数据，常见疾病中，由不良情绪引
发的，颈椎疼痛占 75％，咽喉肿大
占 90％，头痛和头昏眼花占 80％，
疲劳占 90％，胃胀占 99％。这些
症状的出现，都是因为人体气血
的循环系统被恶劣情绪搅乱了。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掌握
情绪，而不愿意做情绪的奴隶，尤
其是调试好不良情绪，让它别“惹
事儿”。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

1. 学会宣泄

要找到合适的方式释放负面
情绪，身心才会舒畅。可以大哭
一场、找朋友倾诉释放压力，或者

通过打沙包把心里的不良情绪发
泄出去。

2. 转移注意力

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可以听轻快、愉悦的音乐来，也可
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还可
以看一些有趣的书或来一趟说走
就走的旅行。

3. 寻求医生帮助

最后当宣泄和转移注意力都
不能起到作用时，建议寻求医生
的帮助，及时进行心里疏导，日常
多给自身心里暗示，尽可能地控
制好自我情绪。

(市六医院）

打 造 百 姓 满 意 的 专 科 门 诊打 造 百 姓 满 意 的 专 科 门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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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情绪“ 主人”远离常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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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市 第 五 人 民 医 院 普 外 科 是
山 西 省 省 级 临 床 重 点 专 科 ，山 西 省 普
通 外 科 专 科 联 盟 大 同 地 区 理 事 长 单
位 。 自 1952 年 创 建 以 来 ,经 过 近 70 年
的 发 展 和 几 代 外 科 人 的 艰 辛 创 业 、勤
奋 工 作 ，已 经 形 成 人 才 济 济 的 强 大 团
队 ，医 疗 技 术 全 市 领 先 , 全 省 知 名 。
科 室 在 医 院 科 技 兴 院 的 大 战 略 下 ，下
设 肝 胆 胰 专 科 、胃 肠 专 科 、甲 状 腺 、乳
腺 专 科 、血 管 外 科 、肛 肠 专 科 、疝 与 腹
壁 外 科 6 个 亚 专 业 ，设 备 先 进 、服 务
规 范 、人 才 结 构 合 理 ，集 治 疗 、预 防 、
康 复 、教 学 、科 研 于 一 体 ，主 持 承 担 多
项 省 市 级 科 研 课 题 和 学 术 会 议 。

科 研 上 先 后 取 得 了 大 同 市 科 技
成 果 奖 一 等 奖 、二 等 奖 、三 等 奖 等 奖
项 。 全 科 近 几 年 在《中 华 外 科 杂 志》

《中 华 普 通 外 科 杂 志》《中 华 肝 胆 外 科
杂 志》《山 西 医 药 杂 志》《临 床 医 学 杂
志》等 发 表 专 业 论 文 90 余 篇 ，主 持 了

“ 山 西 省 第 七 届 普 外 科 年 会 ”及 普 外
科 新 发 展 讲 习 班 等 。 普 外 科 是 综 合
性 医 院 外 科 系 统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环 ，
胃 肠 道 、胆 胰 、甲 状 腺 等 身 体 诸 多 重
要 器 官 、脏 器 的 疾 病 ，都 由 普 外 科 医
生 为 老 百 姓 诊 治 。 大 同 市 第 五 人 民
医 院 普 外 科 遵 循“ 医 乃 仁 术 ”的 行 医
准 则 ，为 大 同 及 周 边 地 区 患 者 守 好 健
康 门 。

多 年 来 ，市 五 医 院 普 外 科 本 着 为
广 大 病 患 服 务 的 宗 旨 ，坚 持“ 走 出 去 ，
引 进 来 ”不 断 更 新 技 术 ，时 刻 保 持 专
业 技 术 的 先 进 性 ，更 好 地 服 务 老 百
姓 。 开 设 了 山 西 省 首 个 疝 和 腹 壁 外
科 门 诊 ，截 至 目 前 为 止 ，行 各 类 腹 壁
疝 的 微 创 治 疗 及 复 杂 疝 的 治 疗 手 术
1500 余 例 ，让 大 同 地 区 腹 壁 疝 的 患 者
不 用 去 外 地 就 可 以 接 受 全 国 最 先 进
的 手 术 方 式 。

据 该 科 苗 常 春 医 师 介 绍 ，疝 是 一

种 古 老 而 常 见 的 疾 病 ，俗 称“ 小 肠
气 ”或“ 疝 气 ”，不 论 男 女 老 少 均 有 可
能 发 生 。 简 单 说 就 是 突 出 身 体 的 小
包 块 ，腹 股 沟 区 疝 分 为 斜 疝 、直 疝 和
股 疝 。 斜 疝 是 临 床 上 最 常 见 的 类
型 ，可 见 于 各 年 龄 段 ，其 疝 环 位 置 较
靠 外 侧 ，可 能 进 入 阴 囊 ，先 天 性 疝 都
是 斜 疝 。 斜 疝 有 发 生 嵌 顿 的 可 能 ，
因 此 比 较 危 险 。 直 疝 较 斜 疝 少 见 ，
多 见 于 老 年 人 ，其 疝 环 位 置 较 靠 内
侧 ，不 可 能 进 入 阴 囊 ，因 此 进 入 阴 囊
的 疝 都 是 斜 疝 。 直 疝 一 般 不 会 发 生
嵌 顿 。 斜 疝 和 直 疝 的 鉴 别 有 时 比 较
困 难 ，但 是 它 们 的 手 术 方 式 很 类 似 ，
因 此 很 多 情 况 下 是 在 手 术 中 加 以 鉴
别 的 。 股 疝 最 少 见 ，多 见 于 女 性 ，其
疝 环 位 置 靠 下 ，疝 囊 一 般 都 不 大 。
股 疝 虽 少 ，却 非 常 危 险 ，发 生 嵌 顿 的
可 能 性 远 高 于 斜 疝 。

手 术 是 治 愈“ 疝 ”的 唯 一 方 式 ，而

且 应 尽 早 进 行 。 俗 话 说 ：“ 小 洞 不 补
大 洞 吃 苦 ”，拖 延 治 疗 只 会 使 小 疝 变
成 大 疝 ，并 可 能 出 现 严 重 合 并 症 ，如
突 出 的 肠 管 不 能 回 纳 引 起 急 性 肠 梗
阻 ，甚 至 肠 穿 孔 、坏 死 、腹 膜 炎 而 导 致
死 亡 。 通 常 情 况 下 ，“ 疝 ”在 外 科 是 个
比 较 安 全 可 靠 、创 伤 小 的 手 术 ，拖 延
治 疗 得 不 偿 失 。

大 同 市 第 五 人 民 医 院 疝 和 腹 壁
外 科 为 每 一 位 腹 壁 疝 的 患 者 制 定 个
体 化 的 方 案 ，1 岁 以 下 婴 幼 儿 暂 行 保
守 治 疗 ，1 岁 以 上 18 岁 以 下 行 腹 腔 镜
下 疝 的 微 创 治 疗 ，基 础 病 较 多 的 患
者 及 高 龄 患 者 行 局 麻 下 腹 股 沟 疝 的
治 疗 ，青 壮 年 行 腹 腔 镜 的 微 创 治
疗 。 个 体 化 的 治 疗 缩 短 了 住 院 时 间
和 术 后 的 疼 痛 ，也 给 患 者 减 少 了 住
院 花 费 ，为 广 大 病 患 解 决 了 病 痛 也
同 时 减 少 经 济 负 担 。

（王 瑞 芳）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普外科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普外科

《中 国 居 民 营 养 与 慢 性 病
状 况 报 告（2020 年 ）》数 据 显
示 ，我 国 已 有 超 过 50% 的 成 年
人 和 近 20% 的 学 龄 儿 童 超 重
或 肥 胖 。 肥 胖 容 易 诱 发 高 血
压 、糖 尿 病 、冠 心 病 等 多 种 疾
病 ，严 重 影 响 人 体 健 康 。

“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
阳春三月，正是减肥好时光，河南
省中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护师张白
云提醒，肥胖程度不同，减肥方式
也不同。

肥胖危害多
体重控制很重要

宋女士曾经是“肥胖大军”的
一员，身高 164厘米的她，体重足
有 92公斤。“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我做梦都想瘦身，但往往努力几
月瘦下来后又有反弹。”宋女士表
示，多次失败后，她对减肥失去了
信心。

2019 年 1 月 结 婚 后 ，宋 女 士
一直期待着自己宝宝的到来，但
直到当年 10 月份她仍未能怀孕，
这让宋女士着急不已。在朋友的
介绍下，她来到河南省中医院就
诊。“我一直怀不上孩子，是不是
和肥胖有关系？”宋女士问道。

张白云介绍，肥胖的确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受孕。肥胖者往往
脂肪积累过多，引起内分泌失调，
导致代谢紊乱，影响卵巢正常功
能，进而影响卵子的正常发育、成
熟和排出，从而不容易怀孕。此
外 ，男 性 肥 胖 也 会 影 响 生 殖 功
能。肥胖会降低睾酮
分泌，影响精子的数量
和质量。

经过仔细检查，宋
女士被诊断为多囊卵巢
综合征。幸运的是，经
过 3 个月的治疗，宋女
士成功减重，也圆了“抱
娃梦”。

肥 胖 除 了 在 一 定

程度上影响患者受孕外，还有其
他危害，比如肥胖者易患冠心病、
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易患内分
泌及代谢性疾病，常并发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等疾病，因此体重
控制很重要。

肥胖程度不同
治疗方式不同

BMI（体重指数）是目前国际
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
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亚太地区
认 定 肥 胖 的 分 级 标 准 是 ，18.5≤
BMI<23 为标准体重，23≤BMI<
25 为轻度肥胖，25≤BMI<30 为中
度肥胖，BMI≥30为重度肥胖。

“治疗肥胖以控制饮食及增
加 体 力 活 动 和 运 动 为 主 。”张 白
云 说 ，肥 胖 程 度 不 同 ，减 肥 方 式
也不同。

轻度肥胖者，仅需限制脂肪、
糖食糕点、啤酒等，多进行体力劳
动和体育锻炼，使每日总热量摄
入低于消耗量，不必用药物治疗。

中度以上肥胖则须严格控制
总热量，女性患者要求限制进食
量 5023 千焦/天~6279 千焦/天，男
性应控制在 6279千焦/天~7535千
焦/天，食物中需保证适量含有必
需氨基酸的动物性蛋白，蛋白质
摄入量每日每公斤体重不少于 1
克。同时应严格限制脂肪和钠的
摄入。

重度肥胖者应给予药物治疗
或手术治疗。

摘自《大河健康报》

注意力不集中？短期记忆力
减退？肌肉酸痛？头痛？睡眠不
佳？这些都是慢性疲劳综合征的
典型症状。针对此类患者，大同
新和医院牛熊大夫的建议如下：

少食多餐。

三餐加上两餐间的零食，可
以为身体持续供应能量，缓解疲
劳，每次少量食用可以避免体重
的增长。三餐的主食，要选择饱
腹感较强的全谷食物，用来代替
一部分精白米面。例如燕麦、糙
米、薯类、全麦面食等。零食最好
选择热量不太高，但有营养、饱腹
感强的，例如 1 个水果、1 小杯酸
奶、1把坚果等。

吃富含铁的食物。

铁 是 组 成 红 细 胞 的 关 键 元
素，而红细胞负责将氧气传输到
身体的各个组织。红肉是补充铁
的好来源，但红肉摄入过多会增
加患直肠癌的风险，所以每周 2~
3 次的频率比较合适。深绿色蔬
菜不仅含铁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叶酸，叶酸在免疫系统中起重要
作用。如果能从食物中获得足够
的铁，那么不建议服用铁补充剂，
铁摄入过多是有副作用的，例如

便秘、恶心、胃痛等。

吃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以
及各种颜色的新鲜蔬菜水果。

蛋 白 质 能 维 持 细 胞 新 陈 代
谢、增加饱腹感、提高免疫力。同
时很多蛋白质丰富的食物维生素
B12 也 比 较 丰 富 ，而 维 生 素 B12
缺 乏 常 常 是 导 致 疲 劳 的 一 大 原
因。不同颜色的果蔬含有不同的
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成分，可
以预防营养元素的缺乏，对抗炎
症。而且它们含有丰富的膳食纤
维，能增强饱腹感。

减少饱和脂肪酸，增加ω-3
不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的过多摄入（如
猪牛羊脂肪、奶油、棕榈油、椰子
油）会引发炎症反应，增加心脑血
管疾病风险。ω -3 不饱和脂肪
酸有对抗炎症的作用，炎症是导
致疲劳的一大因素。深海鱼、坚
果富含ω -3不饱和脂肪酸。

少吃甜食。

甜食会在短时间内导致血糖
急剧上升，餐后血糖的快速升高
不仅会增加疲劳困倦感，还会损
害细胞，引发炎症反应。(珍珍)

缓 解 疲 劳 吃 什 么

刚 刚 做 完

手术的患者群

体往往不知道

该如何合理安

排 术 后 的 饮

食，所以，提醒

术后正在康复

期 的 患 者 ，不

仅要注意术后

护 理 ，更 要 科

学 饮 食 ，这 样

才有利于术后

伤口的愈合。

术后合理摄入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

《临床营养学》中关于感染和外伤病
人的营养治疗原则中强调，热量和蛋白
质的含量应略高于正常水平。优质蛋白
质是骨骼生长的重要营养元素，可以帮
助人体更快的恢复肌肉力量，有利于伤
口愈合，提升患者免疫力。比如鸡蛋、牛
奶、鱼肉、虾、鸡肉、大豆等食物中都含有
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术后合理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很多手术患者尤其是老龄患者需要
较长时间卧床休息，在此期间不能充分
活动，肠道蠕动会减慢，引起便秘，所以
建议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
如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五谷杂粮等有利
于改善胃肠功能的食品。

术后合理摄入富含钙和维生素D的食物

钙和维生素 D 是骨骼的主要组成成
分，术后充分摄取，有利于骨骼的恢复。
富含钙质的食物有牛奶、绿色蔬菜、豆制
品等。

富 含 维 生 素 D 的 食 物 包 括 动 物 肝
脏 ，蛋 黄 ，奶 酪 ，三 文 鱼、沙 丁 鱼 及 金 枪
鱼，蘑菇、干香菇，全脂牛奶、豆浆等。

术后合理摄入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

维生素 C 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增强
免疫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苹果、橘
子 、橙 子 、猕 猴 桃 、白 菜 、生 菜 、西 红 柿
等。需要注意的是，不可过度摄入维生
素 C，过量的维生素 C 会导致溶血，反而
导致伤口无法愈合，还会引起高尿酸血
症与高草酸尿症。因此建议大家从日常
饮食中摄入维生素 C 即可，不需要再额外
摄入补充。

术后合理摄入富含B族维生素的食物

B 族维生素可以营养神经，并且帮助
缓解紧张、焦虑情绪。富含 B 族维生素的
食物包括小米、大豆、花生、根茎类蔬菜

（西兰花、卷心菜、莴笋等）、猪肝等。

术后合理摄入富含微量元素的食物

微 量 元 素 可 以 起 到 调 节 体 质 的 作
用，为伤口恢复提供动力。各种不同的
微 量 元 素 起 到 的 作 用 也 是 不 同 的 ，像
钾、硒、锌 ，可 以 起 到 促 进 蛋 白 质 合 成 ，
加 速 伤 口 愈 合 等 作 用 。 海 带 、菌 菇 、山
药 、枸 杞 都 是 富 含 这 类 微 量 元 素 的 食
物。

此 外 ，术 后 特 定 人 群 患 者 的 饮 食
摄 入 ，需 遵 医 嘱 选 择 科 学 合 理 的 膳 食
方 案 。 比 如 糖 尿 病 患 者 、痛 风 患 者 等 。

（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 翟国华）

春季减肥正当时 “吃动平衡”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