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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申伟红 朱魏 芹肖画

本报讯 近期，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肝胆疝外科团队成功自主完成了
一例全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LPD），标志该院肝胆疝外科微创手术
水平的又一次提升、突破。

陈先生，今年39岁，因发现皮肤、巩
膜黄染、尿黄入住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肝胆疝外科。入院后，肝胆疝外科医
生立即给他完善相关检查，在完善相关
检查后，提示肝功能直接胆红素明显升
高、胆总管十二指肠壁异常结节、十二
指肠乳头部占位。胃镜下活检报告为：
粘膜组织呈慢性发炎，部分腺上皮呈腺
瘤样增生伴高级别上皮瘤变。诊断为：
梗阻性黄疸、十二指肠乳头肿瘤。

医院肝胆疝外科团队及院内MDT
缜密讨论和评估后，决定为陈先生实施

“全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
(LPD)”。

经过术前充分准备，5月20日，该院
副院长肖体君到手术室指导，由肝胆疝
外科主任莫军主刀、欧阳林副主任医
师、范轲炜副主任医师协助。在麻醉科
及手术室团队的默契配合下，手术团队
精细操作、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手术，术
中出血量不到200亳升。患者术后康复
顺利，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继续康
复治疗后便可出院。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术后并发症，肝
胆疝外科护理团队实施围手术期快速
康复理念，做到了规范护理质量安全，
精准科学而不冒进，大大减少了患者的
痛苦，得到了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认可。

此次全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
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邵阳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肝胆疝外科在科室诊疗技术能
力提升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充分
展现了医院肝胆疝外科作为市级重点
专科的雄厚技术实力。

“我们肝胆疝外科团队将以此次复
杂高难度手术的成功实施为新起点，持
续在学科建设、诊疗技术提升、人才培
养方面精益求精，再攀高峰，以实际行
动为邵阳群众健康安全保驾护航。”肝
胆疝外科主任莫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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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项由瑞典学者进
行的研究发现，不管有没有高
血压，吃盐多都容易让血管发
生动脉粥样硬化。

研究分析了10778名平均
年龄为58岁的成年人，均接受
了冠脉CT检查。分析发现，吃
盐越多，颈部动脉与冠脉粥样
硬化进展也较快。尿钠排泄量
每增加 1000mg，颈动脉斑块、
冠脉钙化积分和冠脉狭窄的严
重程度分别增加3%、4%和4%。
在血压低于140/90mmHg或无
心血管病人群中进行的分析结

果也是如此。
研究者表示，这提示吃盐

多损害血管，甚至出现在患高
血压之前。研究结果也再次加
强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学术
组织的推荐，即限制食盐到每
日 5g 以内。对于有高血压和
心血管病者，尤其要限盐。

对中国人而言，吃盐更需
要重视，国人盐摄入量为12g/
天 。 替 代 食 盐 也 是 个 好 办
法。如果每个家庭将普通盐
更换为低钠盐，所有餐馆、食
堂和食品企业也都使用低钠
盐，那么全中国就将减少 10%
以上的死亡。

吃盐多 伤血管

韩 荣

2023 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全
力备考的高三考生们正在进行最
后冲刺。此时，不少家长可能会因
过度紧张孩子而让考生大量服用
保健品、餐餐大鱼大肉补充营养
……殊不知，这样做反而会影响
孩子的身体健康。

错误做法一：迷信保健品
并让孩子大量服用

高考在即，很多考生家长会
选择为孩子购买补脑、安神类保
健品，为孩子考试助力。

山西医科大学学生工作部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闫丹凤表
示，考生家长千万不可过分迷信

“健脑品”等对智力和考试成绩的
作用。“只要不挑食、不偏食，均衡
地吃好一日三餐，大脑每日所需
营养就能得到满足。”闫丹凤说。

科技日报记者在不少购物平
台上发现，一些声称“增强学生记
忆力”“提升专注力”“抗疲劳口服
液”的保健品十分热销。湖北武汉
协和医院营养科主任蔡红琳认
为，热销的补脑类产品，对家长和
考生而言，其实更多的是起到安
慰剂的作用。

任何一种营养素摄入量的水
平如果超过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摄
入，它产生毒副作用的可能性就
会增加，至少它会增加孩子的胃
肠道负担，反而可能导致考试时
发挥失常。

错误做法二：烹制新奇
食材，大鱼大肉补充营养

考前，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学
习辛苦，便为孩子补充营养。但闫
丹凤指出，一般考试前一周不要
随意改变考生平时的饮食习惯，
不可大鱼大肉过度补充营养，不

要食用平时考生没有吃过的新奇
食材。

她解释，一方面因为新食物
平日没吃过，可能引发过敏、胃肠
不适等问题，也可能破坏孩子身
体原有的平衡，反而可能对身体
造成不利影响。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表示，大鱼大肉富含高蛋
白、高脂肪，孩子的肠胃并不一定
习惯，弄不好反而会导致孩子腹
泻、食欲不振等。

闫丹凤提醒，学生考前要少吃
容易产气、产酸的食物，如韭菜、地
瓜、碳酸饮料等。饮食要注意少盐
少油，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冷饮、凉
拌菜、油炸食物、利尿食物等。

“贪吃冷饮有可能会造成胃
肠消化吸收功能紊乱。而煎炸食
品会加重消化负担，导致大脑的
供血相应减少，从而影响大脑的
工作效率。”闫丹凤说。

她建议，可以在三餐之间让孩
子吃些水果，如西瓜、香蕉等，尤其
是香蕉具有稳定情绪的功能。考试
阶段，孩子的大脑对氧和某些营养
素的需求比平时增多。家长可以适
量给孩子增加蛋白质、磷脂、碳水
化合物、维生素A、维生素C、B族
维生素、铁等的摄入。

错误做法三：给孩子买
含咖啡因的功能性饮料提神

高考期间正值炎炎夏日，长时
间的学习备考使得考生难免感到
疲惫，不少家长会给考生准备含咖
啡因的功能性饮料用来提神。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主
任医师李改智表示，尽管咖啡因
有提神效果，但青少年身体敏感
度高，突然服用过量的咖啡因很
有可能造成身体不适。同时，并没
有研究明确表明咖啡因、牛磺酸、

丙氨酸有提高身体机能的效果。
此外，考试期间考生也要少喝含
咖啡因的功能性饮料以及甜饮
料，因为甜饮料、咖啡因会使人尿
频，影响考生的临场发挥。

“孩子备考期间正是炎热夏
季，学习强度大，容易出汗。因此
提醒家长，要保证考生每天 1500
至2000毫升的水分摄入量。”李改
智解释，充足的水分才能确保血
液循环顺畅，这样大脑工作所需
的氧才能得到及时供应。她建议，
考生在备考和考试时最好饮用白
开水，或者矿泉水、纯净水。

错误做法四：让考生服用
助眠药品应对考前失眠

部分考生因为精神压力大等
出现失眠的症状，有的家长会给
孩子服用药品助眠。

对此，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主治医师刘鹏鸿表示，除了被
医生诊断为睡眠障碍外，不建议
学生随意服用助眠药物，因为这
可能会导致考生睡不醒、疲惫等，
反而影响考试状态。

“在考前要保持规律作息，调
整好生物钟，睡前不要玩电子产
品及饮用含有兴奋性物质的饮品
等。”刘鹏鸿坦言，若这些办法仍
不能解决考生的睡眠问题，那么
家长可以带考生到正规医院睡眠
专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提前
一周或几天服药治疗，但不建议
等到高考前一天服用药物，以免
出现不良反应影响考试。

同时，湖南省长沙市第三医院
神经内科八病室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罗星还提醒考生，在调整作息时
间时，不要忽然将睡眠时间提早过
多。例如考生可先尝试将睡觉时间
提早半小时，如果仍感到无法习惯，
可以继续缩短提早的时间，让身体
和精神状态慢慢适应新的作息。

还在考前“大补”？父母后勤保障要“避雷”

洞口县人民医院针对病人需求，积极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做到“病有所需，我有所应”。图为5月30日，
该院共产党员志愿者张玉缘在指导患者利用手机在网上挂号交费。 通讯员 王道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