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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疼痛不可麻痹大意

下期预告

什么是疼痛医学？

张海燕主任：疼痛医学是与

神经内科学、麻醉学，以及放射、

介入、治疗、骨科融合为一体的一

个新兴的学科，又被称之为边缘

学科，各个相关学科却又有明显

的分工，例如麻醉是以治疗手术

疼痛和急性疼痛为主，西医骨科

是手术治疗骨损伤的医学学科，

中医骨科以手法治理为主，如推

拿、针灸、按摩，神经科、肿瘤科用

药物治疗，康复理疗科以病人的

康复为主。

怎样的疼痛应去医院？

张海燕：广义上只要有疼痛

感都可以去医院看，特别是当疼

痛的病因未明，疼痛的性质、规律

发生变化，止痛方法不见成效时。

若疼痛未及时治疗，

后果如何？

张海燕：疼痛科一般治疗如

下疼痛：偏头痛；头面、胸背及上

肢带状疱疹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幻肢痛和灼性神经痛；女性更

年期综合症；急性血管栓塞、雷

诺病、硬皮病；缓解急性或慢性心

绞痛；脑血管痉挛等心血管疾病、

反射性交给神经营养障碍症；过

敏性鼻炎、突发性耳聋等五官科

疼痛疾病。

疼痛是组织损伤与潜在的

组织损伤相关的一种不愉快的躯

体感觉和情感经历，是一种有害

的保护作用，早期疼痛不及时治

疗，会转换为慢性疼痛，容易反复

复发，给病人带来痛苦。

治疗疼痛有哪些手段？

张海燕：疼痛的治疗是多模

式多方位的。不仅要从生理、心

理上进行调节，还要明确诊断，防

止神经可塑性改变，安全综合治

疗，多模式互补镇痛，包括采用神

经阻滞、微创介入等方式缓解疾

病、治愈疾病。

长期坐着工作的人易

患上哪种疼痛，如何预防？

张海燕：久坐不动，容易引

起颈肩部、腰部的疼痛。习惯右

手操作的人，右边的颈肩、腰部

会出现网球肘等症状。建议市

民久坐后，换个姿势、起身活动

一下，这样既可以保护视力，又

可以防止骨骼肌和躯干变形。

一般年轻人的疼痛以急性疼痛

为主，在急性疼痛发作的时候，

要及时就医，弄清楚病情，对症

下药。

如何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

张海燕：首先要来医院做明

确的诊断，针对病因开展治疗，如

果还没有达到骨科开刀的要求，

在药物治疗同时，可以采用做硬

膜外腔灌注的方式。另外，患者

一定要注意多休息，有病时一定

要平卧下来。

副主任医师，中华疼痛医学会安徽分会委员，神经外科麻醉、小儿

麻醉方面专家。擅长治疗各类疼痛，如头面部疼痛：三叉神经痛、舌咽

神经痛；颈项部疼痛：颈椎病、寰枢关节紊乱、枕神经痛；四肢痛：如肩周

炎、网球肘、腱鞘炎；各类软组织疼痛；横突综合征、肌纤维织炎；神经

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幻肢痛；癌性疼痛：癌症所致疼痛或与癌症治疗

相关疼痛等。

本期指导专家：张海燕

牙齿掉了怎么办？种植牙相

比其他修复方式有哪些好处？什

么时候种植牙最合适？哪些人群

适合做种植牙？做了种植牙后应

该注意些什么？种植牙成功率如

何？2月14日上午9:30~10:30，本

报健康热线（0551-2623752）将邀

请安徽省立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

任医师张志宏与读者进行交流。

张志宏，男，安徽省立医院口

腔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研究

生导师。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后备人选，安徽省康复医学会

理事，安徽省医学美学学会委员，

大陆首批国际口腔种植学会（ITI）

会员。

2003 年，我省率先开展了口

腔颅颌面种植的前期研究和临

床应用，2004 年成立了省内唯一

一家口腔颅颌面种植科。 张志

宏主持开展了口腔种植专业安

徽省第 1 项（共 2 项）省级科研课

题和 2 项厅级科研课题，并获安

徽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3 项。

2004 年成为安徽省第一个口腔

颅颌面种植专业硕士研究生导

师，为我省及北京市、江苏省培

养研究生17名。特长：缺牙的种

植修复、复杂牙拔除、面部肿块

切除和美学修复。

一周病情报告 春季，养肝护肝正当时
新春长假里，各种聚会少不

了喝酒助兴，暴饮暴食、饮食无规

律，加上烟酒的刺激给肝脏带来

了沉重的负担，节后前来医院就

诊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多。宋先生

这段时间总感觉食欲不振，腹胀，

疲乏，去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就

诊后被查出是脂肪肝。

据合肥市一院外科主任文刚

介绍，脂肪肝是指由于各种原因

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的

病变。正常肝内脂肪占肝重的

3％～4％，如果脂肪含量超过肝

重的5％即为脂肪肝，严重者脂肪

量可达40％～50％。

文刚指出，脂肪肝是一种肝

脏的损害，主要原因是长期饮酒、

长期摄入高脂饮食或长期大量吃

糖、淀粉等碳水化合物，更重要的

是肥胖，缺乏运动。也不排除过

度节食的因素。

立春后，风多雨少气候干

燥，气温变化反复无常。此时人

体免疫力下降，容易诱发一些春

季常见病，养肝护肝、合理的调

整饮食就显得尤为重要。养肝

护肝在饮食上要注意，多吃清淡

的食物，脂肪肝患者应以低脂饮

食为宜，尽量远离动物内脏、蛋

黄、鱼卵、鱿鱼等食物。其实要

注意荤素搭配，增加蛋白质的摄

入量，吃一些低糖类和高纤维类

的食物增加饱腹感。还要定时

定量的饮食，纠正不规律的饮食

习惯。

苏洁 记者 胡敬东

顶级眼科专家齐聚省城
星报讯（夏鹏程 记者胡敬

东）日前，由古巴国家医疗服务

中心和安徽省立友谊医院合作

建设的“安徽中古友谊眼科中

心”项目已经全面启动。2 月 3

日，由古方派出的12名世界顶级

眼科专家已经陆续到达，并将于

下周开始接诊。这些专家分别

涵盖眼科学种不同门类，其中包

括视网膜疾病专家佩雷斯博士，

视神经病变学专家费利佩博士，

青光眼、白内障学专家阿曼多博

士、阿贝伊尔教授，屈光不正治

疗专家马丁内斯博士，眼部整

形、屈光外科和角膜专家奥斯贝

尔教授，儿童眼科及弱视专家米

兰达教授等各方面专家。

安医大一附院
迎来节后就诊高峰
星报讯（吴鹏伟 刘祝明

记者 胡敬东） 日前，记者从安

医大一附院获悉，该院已迎来

春节后的第一个就诊高峰。门

诊病人从年初一的 500 余人突

增到近 7300 人，大部分科室出

现加床现象，但仍无法满足患

者的需要。来自长丰的郭先生

告诉记者，他一周前在该院普

胸外科预约了床位，但到现在

还没有空床。

我省严重创伤
致死致残率有望下降20%

星报讯（戴睿 记者 胡敬

东）日前，由北京大学交通医学

中心承担的《严重创伤救治规范

的研究与推广》科研专项培训班

在我省首次举办。2 月 2 日上

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作为安徽省唯一合作试点单位，

与北京大学交通医学中心签署

合作协议，标志着合肥市正式成

为卫生部严重创伤救治规范研

究推广项目首批试点城市之一，

据悉，根据项目组制订的目标，3

年内，项目组入驻的医院和地

区，区域严重创伤的致死率、致

残率将分别有望下降20%。

星报讯（张依帆 记者 胡敬

东） 春节期间，安徽省中医院收

治一名被五步蛇咬伤的重症患

者，经医护人员积极抢救治疗，

挽救了其生命。

据了解，五步蛇学名蕲蛇，

为剧毒蛇，其毒性与眼镜王蛇

相当。相传人被它咬伤，不出

五步即死，故称“五步蛇”。据

该院综合ICU主任周大勇介绍，

该患者系养蛇人员，因喂食毒

蛇时不慎被咬伤右手虎口处，

致右上肢高度肿胀，患处起巨

大血疱数个，全身大面积瘀斑，

血小板仅 4×109，心、肝、肾功

能均有不同程度损害，尤以心

肌损害为重。

入院后，即予床边CRRT、输

注特异性抗蛇毒血清、机采血小

板、抗炎性介质、保护重要脏器功

能、防治感染，中药内服外用等综

合救治，现该患者已转危为安。

五步蛇咬伤 妙手回春

星报讯（龚文辉 宣海洋 戴

睿 记者 胡敬东） 日前，家住舒

城的廖师傅因酒后呕吐竟“吐”

破了食管，险些酿成一出惨剧。

因及时得到救治，廖师傅幸运地

脱离了危险。

据了解，年前，廖师傅在一

次聚餐过量饮酒后剧烈呕吐，回

到家后始终胸痛难忍并且胸闷、

呼吸困难。第二天早上，廖师傅

的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家人将他

送到医院就诊。在安医大二附

院，医生经胸部CT检查发现，廖

师傅右侧胸腔有大量胸腔积液，

经消化道碘水造影检查医生竟

发现，廖先生的食道下段有个破

口，长约 2cm，确诊为酒后自发

性食道破裂。

由于大量食物残渣及消化

液通过食管破口进入胸腔，又继

发感染，导致廖师傅出现了严重

的胸腔感染和败血症。医院胸

外科医生迅速为患者施行开胸

胸腔冲洗置管排脓术，并放置了

十二指肠营养管。一次喝酒，使

廖师傅吃尽了苦头。经过一个

多月的住院治疗并禁食水，日

前，廖先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并

康复出院。

专家提醒，该病一般多见

于男性，患者多为青壮年。年轻

人一定要切忌暴饮暴食，而当呕

吐频繁或呕吐含血的胃内容物

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甚至休

克，应警惕食道破裂的可能，及

早到医院就医。

相聚甚欢而豪饮

“吐”破食管险丧命

疼痛，一种被大家忽略的病。其实疼痛已被现代医学列为继呼吸、脉搏、血压、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

体征，有些慢性疼痛本身还是一种疾病。那么究竟哪些疼痛需要就医？又有哪些急慢性疼痛疾病？长期

坐着工作的人会容易患上哪种疼痛，如何预防？2月7日上午9:30~10:30, 本报健康热线（0551-2623752）邀

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张海燕与读者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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