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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指导专家：苏国宏
从事医疗临床近 30 年，擅长运用针灸、小针

刀、推拿、穴位注射、牵引、整脊、踩跷，硬膜外腔

灌注术、肩关节松解术、臭氧、射频消融等技术治

疗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

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眩晕、腰椎管狭窄症、骨质

疏松症、顽固性腰背痛、偏头痛、踇外翻及四肢骨

折等。

颈肩腰腿痛预防胜过治疗

读者：最近工作比较繁忙，在电脑上操作时间

较长，总是觉得颈部酸痛得明显，有时候还感觉头

晕，恶心，请问我这种情况严重吗？

苏国宏：近 年 来 ，由 于 工 作 节 奏 的 不 断 加

快，颈椎病发病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多因低

头 伏 案 工 作 、姿 势 不 良 ，主 要 表 现 有 颈 肩 部 麻

木、疼痛，可伴有头痛、头晕、背部酸沉及上肢麻

木等症状。严重者可出现转头困难、颈部僵硬、

起床困难。

长期保持固定姿势是诱发颈椎病的最直接原

因。预防胜过治疗，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休息，纠

正不良姿势，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或重复同

一动作，如打电脑、上网、打牌、麻将等，同一姿势

持续 30～50 分钟后，要做 2～3 分钟的颈部放松运

动，避免精神高度紧张，加强户外活动和体育锻

炼，一旦影响工作生活和学习时应及时去正规医

院就诊。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日常注意事项

读者：我是一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腰痛反

复发作，又不愿意手术，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做才

能很好的预防呢？

苏国宏：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在退行性变基础

上积累伤所致，积累伤又会加重椎间盘的退变，因

此预防的重点在于减少积累伤。平时要有良好的

坐姿，睡眠时的床不宜太软。长期伏案工作者需

要注意桌、椅高度，定期改变姿势。

职业工作中需要常弯腰动作者，应定时伸

腰、挺胸活动，并使用宽的腰带。应加强腰背肌

训 练 ，增 加 脊 柱 的 内 在 稳 定 性 ，长 期 使 用 腰 围

者，尤其需要注意腰背肌锻炼，以防止失用性肌

肉萎缩带来不良后果。如需弯腰取物，最好采

用屈髋、屈膝下蹲方式，减少对腰椎间盘后方的

压力。

中医治疗颈肩腰腿痛的方法和优势

读者：我有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在各大

西医院都明确诊断过，但每次的治疗不外乎是服

用一些止痛的药物，或者建议手术，请问你们中医

有什么特色治疗方法吗？

苏国宏：保守治疗是治疗颈肩腰腿痛首选的

疗法，具有并发症和禁忌症少，安全，痛苦小等特

点。牵引推拿能复位椎间盘、纠正脊椎生理曲

线；针灸电疗能恢复神经的功能，止疼痛；红外

线疗法及热灸能改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

几种方法配合治疗两三个疗程，一般可治颈肩腰

腿痛病。

办公室职员、电脑操作员、会计、打字员、教师、司机、重体力劳动者，因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脊柱的
老化速度加快，发病率极高。如何预防颈肩腰腿痛疾病的发生？中医治疗这类疾病有哪些优势？7月
21日上午9:30至10:30，本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骨三病区苏国宏主任
医师为大家提供健康指导。

一周病情报告

重视乳腺检查，预防疾病发生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乳腺增生的发病率逐年

增多，但仍有很多人因为不了解乳腺增生的症状而

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合肥市一院甲乳外科主

任童创提醒，了解检查乳腺增生的方法对于治愈此

病很重要，身体不适时应及时来医院就诊。

乳腺增生的检查方法有很多。30 岁后的女

性可每年做一次触诊，这是专业乳腺检查的第

一步。还可进行红外线扫描，该检查主要是利

用 正 常 组 织 和 病 变 组 织 对 红 外 线 吸 收 率 的 不

同，而显示透光、暗亮不同的灰度影像来诊断新

乳腺疾病。

乳腺 B 超检查现在也很常见，当怀疑乳腺有肿

块，B 超检查是必须做的。它能用来判断肿块性质

和位置，但对直径在 1 厘米以下的肿块识别能力较

差，如果单做这项检查的话，可能会错过较小的肿

块。最科学的方法就是钼靶检查，女性在 40 岁以

后，每年都该做一次钼靶检查。

苏洁 胡田田 记者 李皖婷

下期预告

牙齿有“小黑洞”怎么办？
怎样预防牙齿“小黑洞”的发生？为什么补牙

越早越好？牙隐裂是怎么回事，怎么治疗？口腔内

的残根、残冠是否要拔除？下周二（7月28日）上午

9：30~10：30 ，本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邀请

合肥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二科主任徐勃与读者

交流。

徐勃，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龋病、牙髓病、根

尖周病的诊断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前

牙外伤无痛治疗、牙隐裂的诊断与序列治疗。

张婷婷 胡田田 记者 李皖婷

办公室工作人员易患颈肩腰腿痛

省妇幼保健院日前开展“情系贫困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送

健康”活动，送医下乡，为空巢老人及留守儿童做免费义诊。

医生发现，心脑血管疾病是对空巢老人生命安全的最大威胁，

空巢老人的防病保健意识亟待提高。

据该院内科医生胡家军介绍，心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

高、发病突然、病情严重等特点，空巢老人，特别是单身的空巢

老人在家中突然发病，很容易因为出现偏瘫或语言障碍而严

重影响老人的求救能力，进而延误了抢救和治疗。

胡家军提醒，在日常生活中，起居规律、饮食清淡、不要暴

喜暴怒、严格控制血压和防止便秘。有冠心病病史的空巢老

人，平时要尽量把药物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如果出现心绞

痛、大汗淋漓等症状，且服用硝酸甘油等药物不能缓解时，千

万要保持镇定，应及时报警通知急救中心以获得及早的救

助。此外，发现小病后不要扛，要及时治疗，以免拖成大病后

因病致贫。 鲍璀 胡田田 记者 李皖婷

空巢老人要特别留神心脑血管病

珍珍最近有些心烦，2 岁的儿子到现在还在用奶瓶，家里

各种各样的学饮水杯、水壶买了好几个，可他始终钟情奶瓶。

“可能是孩子奶奶觉得用水杯麻烦，容易洒，就一直让他用奶

瓶喝水。可是听说长大了用奶瓶就不好了，该怎么办呢？”

“大部分牙齿咬合不正都与长时间使用奶嘴有关。”省二院

副主任医师王继峰表示，长期使用奶瓶不仅不利孩子上下颌

骨、牙齿发育，还会因嘴部用力吸吮，使上颚和舌头受到挤压，

牙齿发育时也会被挤向后方，并可能造成说话时含混不清。

此外，长期使用奶瓶的孩子，由于不能较早学习用杯子，

会导致手部缺乏功能锻炼，影响运动能力。所以从婴儿 1 周

岁开始，就要逐渐减少使用奶瓶的次数，最晚不超过1岁半。

如何成功帮助宝宝戒掉奶瓶呢？王继峰建议，孩子10个

月后，就要慢慢练习用杯子喝东西，刚开始可改用鸭嘴杯代替

奶瓶；第二步，从鸭嘴杯过渡到水杯，这段时间最好控制在两

个月之内。水杯最好选择有手柄的塑料水杯。两个月后，如

果宝宝还是不习惯直接用杯子，可再改用吸管杯。

夏鹏程 胡田田 记者 李皖婷

宝宝“丢不掉”奶瓶或影响发育

这段时间虽然称不上酷暑，但闷热的天气还是让人受不

了，不少人早早打开空调。记者昨日发现，前去各家医院就诊

的颈椎病患者明显增多，其中办公室白领占到一半以上。

“夏季同冬季一样，是颈腰椎病的高发期，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吹空调。”合肥市一院骨科专家表示，长时间待在空调环

境下，冷风频吹很容易引发颈腰椎病，尤其是现在的办公室白

领，长期低头伏案工作或保持一个姿势上网，颈椎处于屈位，

办公室空调从早吹到晚，关节一不小心就“着凉”。

专家提醒，夏季吹空调、风扇时特别注意，不要对着颈部

吹，睡眠时，枕头一定要合适，最好采用可塑性的材料做枕芯，

头和颈部要放在枕头上。业余时间打打羽毛球、篮球，或者跳

舞、游泳等也有利于预防颈椎病。 记者胡田田李皖婷

暑热来袭，空调吹出不少颈椎病

24 岁的小王出门总是离不开帽子，家人和朋友都戏称他

是“帽子哥”。原来小王患有先天性小耳畸形，右耳不仅听不

见，而且长得像腊肠一样。近日，合肥市滨湖医院烧伤整形科

利用小王的肋软骨为其“雕刻”了一只耳朵，帮助其成功造耳。

合肥市滨湖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王少根主任说，虽然小

王已经错过了9~11岁的耳再造黄金年龄段，但检查发现他的

肋软骨仍能达到手术要求，于是决定手术为其重塑右耳。

手术最关键的部分是使用透明胶片按照小王正常左耳的

大小进行取样，继之在小王身体里切取一块肋软骨，医生按取

样的形状将肋软骨精心雕刻成耳廓支架，然后用扩张后的皮

肤包裹支架。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小王终于长出了一只和

左耳对称的右耳，出门再也不用戴帽遮羞。

据统计，小耳畸形的发病率仅次于唇腭裂，是常见的小耳

畸形，我国平均每 7000 人就有一名小耳畸形患者，其中 90%

以上为单侧小耳畸形。一般认为小耳畸形的发生与怀孕早期

的病毒感染、服药、精神刺激或辐射等有关，因此准妈妈们要

格外注意。 费秦茹 胡田田 记者 李皖婷

“帽子哥”造耳
“材料”竟是自己的肋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