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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唐晓霞 彭颖异

2 月 18 日，刚入学的高
三学子小马（化名）头痛不
适，在当地医院行头颅 CT
未见明显异常，腰椎穿刺检
查结果正常，但小马头痛症
状越来越严重，无法坐起及
站立，平躺后好转。为求进
一步诊治，小马的家人陪同
他来到了市第二人民医院
脑血管二科就诊。完善检
查后，小马被确诊患了由自
发性脑脊液渗漏引发的低
颅压性头痛。

次日，该科为小马开展
了“硬膜外血贴疗法”，将小
马自体血液通过专用工具
注射到脑脊液渗漏处的硬
膜外间隙，将漏口封堵住，
从 而 直 接 缓 解 了 头 痛 症
状。当日下午，小马头痛症
状完全缓解，能正常行走；
第 3 日就出院正常上学，大
大缩短了常规治疗时间。

该科主任蒋新作介绍，
低颅压头痛一般是指低颅
压综合征，正常成人脑脊液
侧 卧 位 时 为 0.785kPa 至

1.765kPa（80mmhg 至 180mmhg），若脑脊液压力低于
0.686kPa（70mmhg）则提示颅内压降低，从而会引发以头
痛为主要特点的一系列症状；低颅压头痛多位于额部和
枕部，有时波及全头，或向项、肩、背及下肢放射，性质为
钝痛或搏动性痛。低颅压头痛与体位有明显关系，当患
者坐起或站立时头痛剧烈，平卧或头低脚高位则很快消
失或明显减轻，因此常被迫卧床不起。临床上颅内压低
常见于脱水、外伤、腰穿及腰麻等，也有些患者是硬脊膜
先天发育不良，有一些位置比较薄弱，而在特殊情况下
薄弱位置自发破裂从而诱发低颅压头痛。

“临床上一般采取保守治疗，首先卧床休息，大量补
液等对症治疗，治疗周期长，疗效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明
显。市第二人民医院脑血管二科开展的‘硬膜外血贴疗
法’是将患者自体血液15ml至20ml缓慢注入腰或胸段
硬膜外间隙，血液从注射点上下扩展数个椎间隙，可压
迫硬膜囊和阻塞脑脊液漏出口，迅速缓解头痛，适于腰
穿后头痛和自发性低颅压性头痛。”蒋新作说。

2023年6月，市第二人民医院头痛门诊开诊，这是全
市首家由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认定的头痛门诊，主要为
广大群众提供头痛相关咨询诊疗服务。该门诊由市第
二人民医院脑血管二科专业资深医疗团队坐诊，开放时
间为每周四8时至12时、14时30分至17时30分。该门
诊诊疗范围为各种类型的头痛、面痛，包括偏头痛、紧张
性头痛、三叉神经自主神经性头痛以及各种继发性头痛
等。目前，该门诊副主任医师黄晨敏可在门诊开展枕神
经阻滞术、星状神经节阻滞术、耳颞神经阻滞术、眶上眶
下神经阻滞术等治疗，操作简单，病人耐受良好，见效
快，无需住院及等待。

据了解，该院脑血管二科团队除对各种难治性头痛
有丰富诊疗经验外，对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运动障碍性疾病、周围神经病、神经变性类疾病等神经
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亦有丰富临床经验。脑血管二科介
入手术小组能熟练运用介入技术治疗急诊脑血管取栓、
脑血管狭窄支架置入、颅内动脉瘤等脑血管疾病，并开
展硬膜下、硬膜外血肿、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疾病
的微创手术治疗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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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探亲访友、聚餐聚
会等活动增多。专家提示，老年糖
尿病患者要注意规律监测血糖，饮
食要节制、进餐要定时，保证均衡
营养和安全降糖。

北京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何
清华表示，老年糖尿病患者要控制
摄入的总热量，各种营养要均衡，
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做到三
餐有规律，少食多餐。对食物的选
择要新鲜，注意食品卫生安全，尽
量不吃或少吃咸鱼、咸肉、咸菜等
腌制品，这些食品容易引起水肿、

血压上升。
“吸烟容易增加心梗、中风的

风险，一手烟和二手烟同样有害，
‘糖友们’不仅自己要戒烟，还要远
离吸烟环境，避免二手烟吸入。”何
清华介绍，饮酒容易引起低血糖和
低血压，“糖友们”尽量不喝酒，因
节日氛围等原因喝酒的话，则要控
制酒量，建议每天葡萄酒不超过
100毫升，啤酒不超过350毫升，尽
量不喝白酒，避免空腹喝酒。

专家表示，冬季气温低，不宜
长时间外出活动，坚持室内运动同
样有助于控制血糖、延缓肌肉衰
减。建议老年糖尿病患者每日三

餐后进行适量活动，如太极拳、瑜
伽、室内广播体操和肢体拉伸等运
动，结合适度的抗阻力运动，如对
掌、举重物、哑铃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
任医师熊长明提醒，低温寒冷天气
也容易诱发心血管和肺血管疾
病。老年糖尿病患者尤其需要预
防这类疾病的发生，外出时最好
选择在空气质量好、阳光充足、气
温上升的午后时间，做好防寒保
暖措施，控制室外活动时间，在寒
冷环境中最好不要持续超过30分
钟，注意保护足部，避免受寒发生
疾病。

专家支招老年糖尿病患者健康过年

董瑞丰 施科宇

新春假期来临，如何避免“每
逢佳节胖三斤”？多位食品营养
专家表示，脂肪尤其是烹调油摄
入过多，是我国居民能量摄入过
剩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减油”
可先从厨房做起。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编
写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
况报告（2020年）》，我国居民脂肪
摄入总量中超过一半来自烹调
油，人均每日烹调油摄入量超出
推荐量40%以上。

控制烹调油用量，中国健康
促进与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孔灵芝提出 4 个小妙招：第
一，家庭厨房可以使用带刻度的

控油壶，并以每周为单位控制总
量；第二，多采用蒸煮、白灼、凉
拌等清淡少油的烹调方式，少煎
炸；第三，喝汤或用菜汤拌饭时
注意撇去浮油；第四，用沙拉酱、
油辣子等油性调料佐餐要酌情
控制用量。

此外，我国已有接近三成居
民饱和脂肪酸摄入过量，易增加
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儿童和成年
人应将每日饱和脂肪酸摄入量控
制在膳食总能量摄入的10%以内。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
心主任钟凯建议，平时做菜少用
猪油、牛油、棕榈油、椰子油这类
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脂，另
外可适当少吃肥肉较多的菜肴，
如红烧肉、雪花牛肉、肥肠等。但

瘦肉、蛋类、奶类等是合理膳食的
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我国居民
的蛋奶类摄入量远未达到推荐
值，不能为了控制饱和脂肪酸而
牺牲它们的摄入。

注重“减油”，在日常购买食品
时还应注意阅读食品标签。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表示，消费者可
以通过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了解
产品的脂肪含量并按需选择。

专家建议，为更好地控制油
脂摄入，可选择小包装产品，或在
同类产品中选择脂肪含量较低、
饱和脂肪酸较少的产品。需要注
意的是，营养成分表的计量单位
有“每100克（毫升）”和“每份”两
种，如为“每份”应根据其份量换
算后再比较。

“减油”从厨房做起

2月23日下午，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指导市第二人民医院举办“团团圆圆 清廉有
我”——新春“清廉灯谜会”，该院全体党员干部共度清廉主题元宵佳节。

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郭晓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