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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唐雯 彭颖异

本报讯 “感谢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
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您！”10月15日上午，市第
二人民医院脑四科收到锦旗，患者陈女士紧紧
握着该科主任邓焱坤的手，感激地说。

10月3日上午，今年69岁的患者陈女士，
因头痛2天入院。该院医生陈康查看了解到陈
女士当时情况：头痛头晕，同时恶心，活动后更
加明显，双下肢无力，既往有陈旧性脑梗死、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等病史，
颅内磁共振血管造影显示陈女士右侧颈内动
脉C6段动脉瘤。因陈女士的多方面顾虑，陈康
予以其相关保守治疗。一周过后，陈女士症状
未见任何好转，家属找到邓焱坤，强烈要求手
术治疗。

10月10日，邓焱坤与患者家属沟通手术的
必要性及风险，在签署了手术同意书后马上予
以陈女士脑血管造影。脑血管造影显示，陈女士
双侧颈内动脉起始段多发斑块形成，右侧颈内
动脉后交通段动脉瘤。因瘤体较大，形态不规
则，随时有破裂出血风险，邓焱坤医疗团队及时
为陈女士实行介入治疗。手术顺利，成功摘除陈
女士“颅内炸弹”。手术历时30分钟左右。术后，
陈女士头痛头晕症状消失，恢复正常。

邓焱坤主任介绍，据统计，我国可能有
4000 多万人患有脑动脉瘤，其破裂风险约为
1%，破裂可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可导致30%-
40%的患者当场死亡。据此算来，每年我国约有
16万余名患者死于动脉瘤破裂。在存活的患者
中，经过治疗，一部分仍会留下严重残疾，一部
分虽然恢复良好，但也不能完全胜任原来的工
作和正常生活。

脑动脉瘤局部动脉壁很薄弱，在血流的冲
击下，极容易发生破裂出血。劳累、情绪激动、
用力排便等均可诱发其发生。同时，吸烟、酗酒
也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且任何
年龄的人都可能有脑动脉瘤。脑动脉瘤的发生
可能无法预防或者需要长期规划，但可以定期
进行脑部体检，对脑血管病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对发现的未破裂脑动脉瘤，也不必谈瘤色
变，而是首先行破裂风险、稳定性分析，如果风
险高就采取积极手术。与开颅手术夹闭相比，
介入治疗具有创伤小、入路简单的优点。血管
内瘤腔栓塞术越来越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而
且此种微创手术一般不会遗留明显的后遗
症。如果风险低可以保守观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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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肖王科 龚平

本报讯 为了普及急救知识，提高学生的
应急处置能力，10月14日，市妇幼保健院开展
以“急救知识进校园”为主题的意外伤害保护科
普宣传活动，为双清区东塔小学的学生们进行
意外伤害保护知识科普。

活动现场，该院志愿者通过播放生动有趣
的系列动画视频，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学
生们易于接受的形式，为他们讲解了如何避免
日常生活中的磕碰摔伤，以及遇到小伤口时的

初步处理方法。在互动问答环节，学生们积极
踊跃地回答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对急救知识的
理解。

志愿者现场示范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和心肺
复苏的基本步骤，以及如何使用绷带进行简单
的伤口包扎。几位学生上台进行角色扮演，尝
试了亲手操作，志愿者为学生们进行手把手地
指导，耐心地告诉大家正确的操作方法，纠正错
误动作，提高了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

此次活动促进医校融合，提升了学生们的
安全意识和急救技能。

急救知识进校园 安全守护伴成长

活动现场。

于也童

每年的10月20日是世界骨质疏松日。由于
早期没有明显症状，骨质疏松症往往呈现患病率
高、知晓率低的特点。身体出现何种异常是骨骼
在“报警”？哪些人群更易患上骨质疏松？如何更
好预防？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专家，对这
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骨质疏松症是骨强度下降、骨折风险增加的
代谢性骨骼疾病，其引发的骨质疏松性骨折等多
重并发症，严重威胁人们健康。

“骨质疏松症疾病信号不明显，人们往往骨
折后到医院就诊，才发现自己患上了骨质疏松
症。”但这一疾病并非完全无迹可寻，沈阳市骨
科医院软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韩涛提示，当身
体出现以下异常时，要考虑是骨质疏松症释放
的信号。

“我们可以试着压一压腰背部，感受一下有没
有酸胀疼痛。”韩涛说，对提重物、咳嗽后突发出现
的局限于腰背部的疼痛，或长期出现的慢性腰背
痛，要警惕是否患上了骨质疏松症。

专家提示，还可测一测自己的身高是否大幅
变矮。“如果身高比年轻时下降4厘米以上，建议
到医院进行骨质疏松筛查。”韩涛还表示，若腰背、
手腕等部位轻轻摔一跤就骨折的，也要考虑是不
是骨质疏松症。

哪些人群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发人群？沈阳市
妇婴医院妇科门诊副主任兰翀提示，骨质疏松更
容易找上更年期女性。“更年期女性卵巢功能下
降，雌激素缺乏引起骨量丢失，患骨质疏松症的可
能性大大增加”。

此外，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不爱运动、常熬
夜、爱喝碳酸饮料、经常抽烟喝酒等不良生活习惯
的年轻人也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

专家建议，骨质疏松症患者除适当锻炼和药
物治疗外，饮食的合理搭配也非常重要。

“骨质疏松症患者应多吃高钙、富含维生素D
和蛋白质的食物，注意低盐少糖，还应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日常接受充足的阳光照射，避免过度摄
入咖啡和碳酸饮料等对骨骼健康不利的饮品。”韩
涛提示，高龄老人、更年期女性等特殊人群应定期
进行骨密度检测。

留心，这些信号可能是你的骨骼在“报警”

顾天成

秋冬季节来临，疾控及医疗
机构有关专家提醒，“一老一小”
是秋冬季节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的重点人群，建议加强对老年人
和幼童的日常健康监测，并按照
免疫程序积极及时接种疫苗。

10月12日上午，在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国际诊疗部，有
多名家长陆续带着孩子前来打

“预防针”。“宝宝在出生后40多
天感染过呼吸道合胞病毒，住院
治疗了10多天才好。最近天气
降温，知道手机就能预约注射相
关预防单抗后，第一时间就来
了。”抱着11月龄宝宝在注射后
留观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3月
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
季节。”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常
昭瑞说，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
呼吸道传染病发生的重要举措。

常昭瑞提示，幼童和老年
人是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的重点
人群，在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要
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积极接种疫
苗；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
建议重点人群尽量减少或避免
前往环境密闭、人员密集的场
所；同时，要加强家庭日常健康
监测，如果家庭成员出现发热、
咳嗽等症状，要视情况及时就
医，遵医嘱科学安全用药。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
染传染科副主任曾玫表示，1岁
以下婴儿在流行季来临前注射
呼吸道合胞病毒长效单克隆抗
体，有助于预防合胞病毒引起下
呼吸道感染；6月龄以上人群，如
果没有禁忌证，都应该接种流感
疫苗，尤其是老年人、婴幼儿、慢
性基础性疾病患者，最好能在流
行高峰期来临前就完成相关疫
苗接种，更好地达到预防效果。

专家提示，秋冬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重点人群及时接种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