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糖尿病是由多种病因引起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

病，通俗地说，它是由胰岛素分泌或作用的缺陷所造成的一种疾

病。大同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尚玉清说，血糖监测是糖

尿病管理“五驾马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自我血糖监测是

糖尿病患者血糖监测的基本形式，但一个时间点的血糖值反映

的是瞬间血糖变化，无法完整反映患者的全天血糖值，存在监测

“盲区”，而动态血糖监测可以提供连续、全面、可靠的全天血糖

信息，发现不易被传统监测方法所探测到的高血糖和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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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看到有小伙伴询问：“牙齿蛀了
一点点，需要补吗？”答案是“需要。”在很
多人脑海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错误观念，觉
得蛀牙不深也不痛，所以不用管它，事实
真的是这样吗？一直不管蛀牙会发生什
么事呢？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了解蛀牙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
牙吧，牙齿一共有 4 层，在外面的那一层是
牙釉质，是很坚硬的，从来不会喊痛；被包
在里面的“牙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
神经”，它很脆弱，稍微碰一下就痛得死去
活来；而夹中间的牙本质，既可以感知酸
痛，又可以适应并屏蔽这种痛觉，所以痛
感不明显。牙骨质是牙根外面包裹的组
织，像骨头一样硬，可以保护牙根。

当你的牙齿没有刷干净，表面含有食
物残渣时，残渣经过长时间的停留，慢慢
会转化成腐烂的酸性物质，进一步腐蚀牙
釉质，引起龋洞。而这就是所谓的蛀牙，
也叫“龋齿。最开始牙齿会出现一些“小
黑点”，一般是不痛不痒的，很多人不会在
意，但还是建议大家应当前往口腔机构检
查是否为蛀牙。在此时，及时补牙可以防
止蛀牙的进一步恶化，如果继续拖下去，
酸性物质会进一步腐蚀牙本质、牙髓直到
牙神经，到了这一步就必须采取根管治疗
去抽离牙神经。假如这时你还不去管它，
牙齿就会一步步被腐烂直至掉落。这就
是所谓的“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保护好口腔，从现在开始，刷牙的每
一分钟都要精细严谨，预防牙病。发现蛀
牙，及时治疗，防止蛀牙的继续发展。

广告信息

蛀牙需要补吗？

随着血糖监测技术的发展，血糖监测
对 有 效 管 理 糖 尿 病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血糖监测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
过程，从最初的尿糖检测、血糖检测、血糖
仪、糖化血红蛋白测试，到上世纪末出现
一种更有利于全面了解血糖变化的新技术
—— 动 态 血 糖 监 测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简称 CGM)。尚玉清说，CGM
是通过葡萄糖感应器监测皮下组织间液的
葡萄糖浓度而反映血糖水平的监测技术，
了解血糖波动的趋势，发现不易于被传统
监测方法所探测到的高血糖和低血糖。通
过 CGM 提供的血糖变化曲线图可以一目
了然地发现各种问题，如夜间低血糖，还有
利于鉴别“隐匿性”低血糖和高血糖。

动态血糖监测的优势
动态血糖监测是指给患者随身携带

一个动态血糖检测仪，一般在胳膊或腹部
上安装，通过传感器的生物芯片，记录病
患在 72 小时内不同生活状态下的详细血
糖情况。目前，糖尿病患者常用的自我血
糖监测，测试的是一个时间点的血糖值，
反映的是瞬间血糖变化，存在一定的片面
性，而动态血糖检测就像摄像机一样能够
显示患者的血糖“全貌”，它对指导糖尿病
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糖化血红蛋
白是反映糖尿病患者长期(2～3 个月)血
糖控制的金标准，但对于调整治疗后的评
估存在“延迟效应”，且不能反映低血糖的

风险和血糖波动的特征。CGM 则是对传
统血糖监测方法的有效补充，已逐渐在临
床 上 得 到 推 广 和 应 用 ，除 血 糖 监 测 外 ，
CGM 还能帮助人们了解人体血糖谱的变
化及相关因素影响的信息。

动态血糖监测适用人群
动态血糖监测技术分为回顾性动态

血糖监测和实时动态血糖监测两种。回
顾性动态血糖监测是指糖尿病患者佩戴
动 态 血 糖 检 测仪结束后才能获得监测结
果。实时动态血糖监测是指在提供即时葡萄
糖信息的同时，提供高低血糖报警、预警功
能，协助患者进行即时血糖调节。目前，在临
床上广泛应用的是实时动态血糖监测技术。

实时性动态血糖监测主要适用于以
下人群：

1. 1型糖尿病患者。
2. 需要胰岛素强化治疗（例如每日 3

次及以上皮下胰岛素注射治疗或胰岛素
泵强化治疗）的 2型糖尿病患者。

3. 在自我血糖监测的指导下给予降
糖治疗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但仍出现下列
情况之一的：

(1)无法解释的严重低血糖或反复低
血糖、无症状性低血糖、夜间低血糖。

(2)无法解释的高血糖，特别是空腹高
血糖。

(3)血糖波动大。
(4)出于对低血糖的恐惧，刻意保持高

血糖状态的患者。
4．妊娠期糖尿病或糖尿病合并妊娠。
5．其他特殊情况，如合并胃轻瘫综

合征的糖尿病患者、特殊类型糖尿病患
者、伴有血糖变化的内分泌疾病患者等。

尚玉清强调说，在这些适宜人群种，1
型糖尿病、胰岛素强化治疗的 2 型糖尿病
以及血糖波动大的糖尿病患者是首选推荐
进行动态血糖监测的人群。在合适的情况
下，动态血糖监测还可用于临床研究，是评
估及指导治疗的有价值的方法。

动态血糖监测的注意事项
1．糖尿病患者在动态血糖监测期间应

定时进餐，不必刻意增加运动量或减少进食
量，这样监测出的结果更加准确、有效。

2． 糖 尿 病 患 者 需 真 实 记 录 日 常 生
活，包括进餐时间和量、用药、运动方式和
时间以及出现低血糖的时间。

3．在佩戴动态血糖检测仪前，患者
应沐浴、更衣，并且在监测期间不能沐浴，
避免仪器受潮、探头脱落，防止动态血糖
检测仪的线路折断、碰摔。

4．糖尿病患者佩带动态血糖检测仪
期间，应当避免大量出汗、浸水、淋雨、强
电磁场和强烈撞击，禁忌行 X 线、CT 及核
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以防干扰。

5． 如 果 动 态 血 糖 检 测 仪 发 生 报 警
时，糖尿病患者要立刻与医护人员联系，
及时处理问题。 锦秀

——访大同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尚玉清访大同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尚玉清

关于动态血糖监测技术的知识关于动态血糖监测技术的知识

—访大同飞视眼科医院视光师陈占先

本报记者 王芳

防控近视防控近视 配镜质量很关键配镜质量很关键

陈占先介绍，如果青少年儿童戴上眼
镜产生了头晕、眼胀等不适，不要以为过
一段时间就会适应了，这很有可能是配的
眼镜不合格。一副不合格的眼镜不但起
不到矫正和保护视力的作用，反而会引起
新的屈光不正，近视度数加深。那么，怎
样才能选配一副合格的眼镜呢？

要经过正规医学验光配镜流程
陈占先表示，专业的医学“验光配镜”是

配一副合格眼镜的前提，它也是一个复杂的
医疗过程，正规医学验光配镜流程如下：

首先，要做眼部健康的相关检查，包括
裂隙灯和眼底镜，裂隙灯检查可以排除角膜
炎、倒睫、白内障等眼病，眼底镜可以排除青
光眼等病，这些疾病都可能引起视力下降。

其次，对于初次配镜者，一定要散瞳，只
有这样才能防止将假性近视当作真性近视。

再次，要做双眼视功能检查，通过检
查可以弄清楚双眼视物集合、散开的配合
程度，使配的眼镜更合适。

双眼视功能检查是什么
陈占先说，针对眼部调节、运动功能

所 做 的 检 查 即 为 双 眼 视 功 能 检 查 ，包 括
NRA、PRA、BCC、聚散能力测量等多项检

查。“双眼视功能检查”已成为验光配镜的
一项重要内容。双眼视功能主要检测的
就是双眼的调节和聚散功能，双眼的融合
功能、调节异常和眼运动功能，并且根据
结果合理矫正，合理戴镜，通过双眼视功
能的训练，有效解决由于双眼视功能异常
引起的近视度数快速加深的问题。即使
是相同的屈光度数，不同状态的双眼视功
能也需要不同的矫正方式，如：存在没有
放松的调节(NRA 低)：需要放松调节，调
节能力差(PRA 低)：需要训练，可考虑角膜
塑形术，曲率性近视眼：RGP 高 AC/A、集
合过度：看近减低度数的下加眼镜，集合
不足：看近必须戴镜、集合训练，不查双眼
视功能，配镜可能不准确。

良好的视觉功能不仅能清晰看远，还
能持续舒适阅读。若双眼视觉出现了缺
陷和障碍，将会引起复视、视疲劳、近视度
数增长等问题，而这些单靠传统的简单验
光是无法科学检测到的。没有结合双眼
视功能检查结果所下的配镜处方，患者容
易觉得疲劳、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等。而
通过双眼视功能检查可以准确发现问题，
对症治疗，医生或者验光师根据眼睛的具

体情况做出分析，帮助受视觉困扰的患者
改善视觉质量，延缓近视增长速度。

眼镜的加工调整也很关键
陈占先解释道，每个人的视力情况不

同、脸型不一，一副匹配使用者的眼镜首
先必须要有精确的验光和合乎要求的镜
片、镜架。但若只有精确的医学验光结果
和质量达标的镜片、镜架，而眼镜的装配
加工达不到处方要求，同样会对眼睛造成
伤害。此外，若眼镜没有经过个性化的调
整，戴起来也会不舒适。由此可见，验配
后期对于眼镜的完善尤为重要。

作为一名加工技师，既要对产品的各
项性能指标了然于心，结合屈光不正、患
者的脸型特征测量标定所需数值。还要
了解眼镜配戴的有关标准，包括单焦点眼
镜、多焦点眼镜、远用镜、近用镜、太阳镜、
传统双光镜等，对镜架前后倾角、镜架面
角、镜架镜腿的内外张角和左右倾斜度，
以及鼻托托叶的开合角度进行标准调整。

陈占先表示，只有医学验光、科学配
镜和眼镜调整完美结合，才会带给近视患
者清晰、舒适、持久的视物体验，拥有清晰
的美好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