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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第六人民医院

抑郁症不光是在成人之中蔓
延，儿童也是有可能发生抑郁症
的。虽然儿童抑郁症最有可能发
生在青少年中期，但它可以从任
何年龄开始。如果看到孩子有这
些症状，请及时和孩子沟通，必要
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介入。

1. 孩子的成绩忽然下降了

童年时期的抑郁使孩子很难
集中精力，这会使孩子很难听老
师 的 话 ，也 很 难 继 续 做 家 庭 作
业。如典型的优秀学生的成绩突
然比平时低很多。

2. 孩子每天睡眠时间充足，
但还是很累

众所周知，青少年的睡眠时
间很长，但睡眠习惯改变，出现一
种不寻常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抑郁
症状的出现。有些孩子会想要花
整个下午打盹，而抑郁症患者往
往会早起，无法入睡。

他 们 的 睡 眠 并 不 能 恢 复 体
力，这意味着不管他们打瞌睡的
程度有多大，第二天他们仍然感
到精疲力竭，这种疲劳会妨碍儿
童的学习和生活。

3. 孩子自我评价毫无价值

如果孩子说“没人喜欢我”或
“我一文不值”。治疗师可能会帮
助孩子从不真实的悲观情绪中引
导这些想法，找出那些不适应抑
郁症的想法，并找到一个更好的
方法来看待它。

4. 孩子拒绝有趣的计划

在学校，作业、考试、体育表
演和音乐表演的所有压力下，孩

子 在 任 何 特 定 的 时 间 感 到 沮 丧
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要注意，如
果 孩 子 的 正 常 压 力 缓 解 后 仍 旧
不开心，这是常见的抑郁症症状
之一。

5. 每次谈话都觉得紧张

青 少 年 的 焦 虑 可 能 让 人 难
以 辨 认 。 许 多 孩 子 可 能 看 起 来
并不只是悲伤或沮丧，而是易怒
的。情绪会出现很大的波折，如
放学后可能会很暴躁，但吃晚饭
的 时 候 感 觉 会 好 一 些 。 但 如 果
你 的 孩 子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会 对
你大发雷霆，那么要注意其他抑
郁症状。

6. 快乐的回忆不会让孩子
高兴

有些儿童长期不快乐，但没有
临床抑郁症。为了区别，观察孩子
在谈论快乐记忆时的反应。一个
不快乐的人会在回忆那些美好时
光的同时点燃光芒，但回忆不会让
一个沮丧、抑郁的孩子振作起来。

7. 孩子不想被安慰

感觉忧郁是正常的，特别是
在 一 个 令 人 沮 丧 的 生 活 事 件 之
后，但通常人们需要在困难时期
的情绪支持。另一方面，一个沮
丧的孩子可能会远离你，因为他
知道这不会让悲伤消失。

(市六医院）

儿童抑郁的信号

预防乙肝定期检测乙肝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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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由乙型肝炎病毒感

染引起，我国是乙型肝炎大国，乙肝病毒携带者超

过 1亿。

肝硬化是肝癌的高危因素

急性乙肝久治不愈，可能进展成为
肝硬化甚至肝癌。如果把乙肝比喻成
一场发生在肝脏上的战争，慢性乙肝则
是 一 场 拉 锯 战 ，长 期 战 乱 使 得 肝 脏 组
织反复发生炎症，逐渐坏死，肝脏在自
我 修 复 的 过 程 中 不 断 纤 维 化 ，最 后 逐
渐 形 成 肝 硬 化 ，而 肝 硬 化 是 肝 癌 的 高
危因素。

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较多，如母婴
传播、血液传播、性传播、亲密接触及医
源性传播。

母婴传播。母婴传播是乙肝病毒
常见的传播途径之一，乙肝病毒通过子
宫、胎 盘 等 器 官 传 染 给 胎 儿 或 通 过 母
乳、汗液等各种体液传播给新生儿。

血液传播。血液中乙肝病毒含量
较高时，微量污染血进入人体即可造成
感染，如共用注射器、针刺、血液透析、

器官移植等。少数情况下，还会因皮肤
破损出血引发病毒传播，如共用剃刀和
牙刷。

性传播。乙肝患者及携带者的体
液中含有乙肝病毒，与此类人群发生无
防护性接触，可能感染乙肝病毒。

亲密接触。日常生活中，如果和乙
肝患者或乙肝病毒携带者一起居住时，
应避免使用同一支牙刷或剃须刀，因为
口腔破损出血等原因也可能导致乙肝
病毒的传染。

医源性传播。医源性传播包括医
疗性注射、外科手术、拔牙、静脉穿刺、
输血等。

预防乙肝可接种疫苗

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乙肝呢？
定期检测抗体、注射疫苗。目前，

乙肝可以通过注射疫苗进行预防和干
预，特别是乙肝高危人群（患者家属、朋

友）更要注意。乙肝表面抗体不是一成
不变的，因此需要定期做好检查，注射
加强针。

避免亲密接触。在生活中尽量避
免与乙肝患者或乙肝病毒携带者进行
过分亲密的接触，尤其在公共场合不要
使用公共卫生用品，男性朋友也不要轻
易使用他人的剃须刀。

随身物品定期消毒。牙刷最好每
个月更换一次，最长不要超过三个月，
定期给使用过的餐具和生活用品消毒。

两性生活做好安全措施。两性生
活过程中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做好安
全措施，使用避孕套是最佳方式。

只 要 正 确 认 识 乙 肝 病 毒 ，做 好 预
防 措 施 ，乙 肝 病 毒 并 不 可 怕 。 在 生 活
中，我们不要对乙肝患者带有偏见，及
时 接 种 疫 苗 ，给 自 己 创 造 一 个 健 康 的
生活环境。

据《大河健康报》

尽管我们对一些癌症背后的
具体作用机制不甚了解，但有一
点是明确的：基因本身并不是导
致癌症的罪魁祸首，癌症是基因
与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大同新和医院肿瘤科主任牛
熊建议，想要降低患癌症的风险，
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包
括健康饮食、定期进行体育锻炼、
减 少 吸 烟 和 控 制 饮 酒 。 健 康 的
生活方式有助于降低多种癌症的
风险。

定期接受癌症筛查。根据年
龄、性别和其他因素选择适当的
癌 症 筛 查 ，如 乳 房 B 超 、结 肠 镜
检查等。癌症筛查检测有助于在
早期发现癌症，并及时进行干预
治疗，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减少接触环境风险因素。避
免接触致癌物，如烟草烟雾和某
些致癌化学物质（如石棉、苯） ，
并保护自己免受一些有害物质的

影响。
接种疫苗。某些病毒，如人

乳头瘤病毒（HPV）和乙型肝炎病
毒，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及
时接种疫苗可以提前预防癌症和
其他相关疾病的发生，保护身体
健康。

了解家族史。具有癌症家族
史的人，应当与医生进行讨论，以
评 估 自 己 的 患 癌 风 险 并 采 取 相
应预防措施，比如是否需要更早
开始癌症筛查或增加筛查频率。
早 期 发 现 癌 症 可 以 显 著 提 高 癌
症的治愈率和生存率。

主动寻求医疗建议。如果您
出现了可能与癌症有关的症状，
如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持续疼
痛或排便习惯改变，应立即向医
护人员寻求帮助。及早的咨询和
检 查 同 样 有 助 于 发 现 潜 在 的 问
题 ，从而提高对癌症的治愈和管
理机会。

(武珍珍)

做好这些降低患癌风险

市五医院消化内科一病区医疗服务全面提升市五医院消化内科一病区医疗服务全面提升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一
病区，是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基地，是“国家食管癌多中心临床
研究及数据采集单位”“山西省消化疾
病专科联盟单位”“山西省食管疾病规
范诊治联盟单位”“山西省门静脉高压
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服务范围覆盖晋
北及周边晋、冀、蒙地区，享有很好的口
碑，已成为“医、教、研”全面发展的特色
专科。

目前科室共有医务人员 20 人，医师
9 人，护理人员 11 人。其中研究生学历
6人，高级职称 5人，中级职称 9人。

为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在医院的大
力扶持下，先后派出多名医生去三甲知
名医院进修学习。

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科研创新也
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科室积极参与和
主持多项国家级、省市级科研项目，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2021 年，李宝山主任主持申报课题
《国家食管癌多中心临床研究》，使大同
市第五人民医院入选国家食管癌多中
心临床研究及数据采集单位。

2018 年-2020 年，王巧玲副主任主
持并完成大同市重点研发项目《大同
地区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病因调查及内
镜下治疗方法的研究》，并进入临床推
广阶段。

2017 年-2019 年，贺文芳护士长主
持并完成大同市重点研发项目《药物
灌肠后的体位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疗

效的影响》，并获得大同市优秀论文二
等奖。

2019 年-2022 年，刘颖主治医师主
持并完成大同市重点研发项目《酪酸梭
菌活菌胶囊加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旋
杆菌的前瞻性研究》。

该 科 室 已 成 立 早 癌 筛 查 治 疗
组 、超 声 内 镜 组 、胆 胰 疾 病 组 等 多
个 亚 专 业 组 。 各 组 规 范 管 理 ，团 结
协 作 ，开 展 多 项 国 内 领 先 的 诊 治 技
术 ，在 专 业 医 疗 质 量 及 服 务 能 力 上
不 断 提 升 。

目前针对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
胰腺疾病、各种中毒及消化系统各种急
危重症的诊治，该科室均有一套规范高
效的诊治流程，疗效确切。

内镜的微创诊疗技术已成为消化
领域的发展趋势。内镜下的微创技术
为 患 者 提 供 更 精 准 高 效 的 多 样 化 治
疗。目前开展的内镜下诊治技术有：无
痛胃肠镜精查；消化道早癌筛查和治
疗；内镜下息肉切除术；内镜下粘膜剥
离术（ESD）；超声内镜；内镜下止血；内
镜下食管胃底套扎及硬化治疗术；内镜
下逆行胰胆管造影加胆总管切开取石
术；内镜下支架植入术；鼻空肠营养管
置入术；内镜下异物取出术；胃石溶解
术等。

同时，定期邀请省内外专家来科进
行手术操作和技术指导，已完成多项四
级先进手术，填补我院技术空白。

（市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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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饮食结构发生改变，
我国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已
经成为继“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
糖）之后的第四高，严重威胁人们的生
命健康。

高尿酸血症作为现在的一种常见
疾病，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专家们的重
视，多项研究表明，高尿酸血症与脑血
管疾病密切相关，正常量尿酸具抗氧化
性，可清除体内自由基，保证细胞正常
功能，但长期持续性高血尿酸可导致脑
血管疾病发病率增高，主要原因是由于
尿酸升高导致纤溶系统的失衡及纤溶
酶原激活物抑制剂含量增高，易造成动
脉粥样硬化，而动脉硬化是冠心病、脑
梗死等发病的主要原因。

经常被人问到：医生，我这个尿酸
高不高？尿酸增高真的能引起脑血管
病？需要吃药治疗吗？下面我们来一
起了解一下相关知识：

一、什么是高尿酸血症？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正常成年人血

尿酸范围：
男 性 ：208-416umol/L(3.5-7.0mg/

dl)，女 性 ：149-358umol/L(2.5-6.0mg/
dl)，当两次非同日空腹血尿酸水平＞
420umol/L，即为高尿酸血症。

二、高尿酸诱发动脉粥样硬化的
途径：

1. 损 伤 动 脉 内 膜 造 成 动 脉 壁
增 厚 。

2. 容 易 使 动 脉 壁 发 生 脂 质 堆 积
浸润。

上述过程可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
应激，加重脂质堆积，进一步加重动脉
粥样硬化的程度。

三、高尿酸的其他危害：
1. 尿酸升高除导致脑血管疾病，

还与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
有关。

2. 高尿酸会损伤血管，导致血管钙
化、冠状动脉病变等，可能会导致心肌
梗死和心脏病发作等严重后果。

3. 长期高尿酸状态下，会对血管内

皮产生持久性损害，从而可引起血管壁
炎症、血栓等风险。

4. 尿酸无法及时代谢，会对肾脏造
成压力，引起肾损伤，此外，肾结石等也
与高尿酸血症有密切关联。

5. 当尿酸形成尿酸盐结晶体，沉积
在关节和周边组织里，就会导致软骨、
滑膜组织等发生急性炎症、或是疼痛等
症状，痛风是典型代表。

四、什么是脑血管病？
脑血管破裂或阻塞引起的脑部功

能缺损引起的疾病，我们叫做脑血管
病，也称为脑卒中。脑血管病发病的
危险因素，可分为可控性因素及不可
控因素，遗传、年龄、性别、人种因素是
不 可 控 因 素 。 高 血 压 、高 血 脂 、高 血
糖、高尿酸、肥胖、喝酒、吸烟等这些脑
血管病危险因素，我们称之为可以控
制的因素，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及服用
相关药物，把这些指标控制到正常范围
之内，我们就可以避免、减轻脑血管病
发生发展。

五、脑血管病的常见表现有哪些？
脑血管病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两

种 ，缺 血 性 脑 血 管 病 ，患 者 可 以 表 现
为，如头晕、眩晕、面瘫、言语障碍、偏
盲、偏身感觉障碍、偏身运动障碍；出
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可出现剧烈头痛、
呕吐、偏瘫，意识不清等较重症状，病
情进展较快。

六、如何控制尿酸水平？
1. 控制血尿酸水平。高尿酸血症

患 者 应 努 力 将 血 清 尿 酸 水 平 控 制 在
420μ mol/L 以下，以潜在地降低脑血管
病事件发生率；脑血管病疾病患者应把
降 尿 酸 目 标 定 在 360μ mol/L 以 下 ，以
避免过量的尿酸对脑血管病造成进一
步影响。

2. 改善生活习惯。调整饮食结构，
以低嘌呤、低蛋白、低脂肪、高纤维的食
物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少吃或不吃动
物内脏、海鲜、红肉等高嘌呤食物。避
免含糖饮料及食物等。多吃一些有利
于降低尿酸的食物，如樱桃、菊花、甘
草、洋葱等。多喝水，最好每天 2 L。脑
血管病同时高尿酸血症患者应努力消
除酗酒、暴饮暴食、饥饿等各种诱发急
性脑血管的诱因，努力控制好血尿酸水
平，避免脑血管疾病反复发作、慢性痛
风性关节炎、尿酸性肾病的出现。

3. 筛查其它疾病。高尿酸血症及
脑血管患者应配合医生，筛查引起心血
管疾病的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高
尿酸血症等其它因素，并根据病情合理
用药或饮食生活调理，降尿酸的同时控
制好血压、血脂和血糖、尿酸，及早预防
心血管病的发生。

4. 合 理 使 用 药 物 。 主 要 包 括 抑
制尿酸合成的药物：别嘌醇片和非布
司 他 ；增 加 尿 酸 排 泄 的 药 物 ：苯 溴 马
隆、磺吡酮和丙磺舒。高 尿 酸 血 症 及
脑 血 管 患 者 应 了 解 自 己 服 用 各 种 药
物 的 适 应 症 、不 良 反 应 及 禁 忌 症 ，以
免 错 误 用 药 导 致 尿 酸 升 高 或 促 使 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同时，避免使用
一些会导致高尿酸升高的药物，如速
尿、阿司匹林等。

5. 一旦开始进行降尿酸治疗，就需
要定期监测血尿酸水平。

总 之 ，高 尿 酸 血 症 已 成 为 继 高 血
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又一常见的
慢性疾病，易引起全身多系统受累的疾
病，应受到广大中老年人的高度重视。

提醒患者勿私自服用药物，具体药
物种类及剂量，咨询医师后服用。

（大同市五医院老年二科 王捷）

高尿酸血症与脑血管疾病的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