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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张薇 记者 马冰璐） 双胞胎中，

“小双”一般比“大双”晚出生数分钟到几十分

钟。可一周前，在安医大一附院产科，却有一

位“小双”足足比“大双”晚出生了 24 天。原

来，医护人员利用“延迟分娩”技术，帮助一名

男婴在妈妈肚子里继续生长了 24 天后顺利娩

出，让这个多年不孕的家庭，终于有了来之不

易的新生命。

双胞胎“大双”不幸夭折
刘女士今年 38 岁，婚后多年不孕，经过辅

助生殖的艰辛历程喜得双胎，然而妊娠中期发

生了严重的产科并发症——高血压、肾病综合

征，严重蛋白尿，导致双胎之一在妊娠 25+3 周

胎死宫内。按照临床经验及操作规范，双胎中

一胎分娩后，将尽快分娩另一胎。但是由于存

活的胎儿珍贵，如果此时将活胎分娩，胎儿孕周

小，新生儿存活率低，预后较差。

安医大一附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杨媛媛及

团队经过研究，决定尝试延迟另一胎分娩，为

提高新生儿质量争取时间。双胎延迟分娩病

例临床罕见，而为有着严重子痫前期并发症的

刘女士延迟分娩保胎更是难上加难。产科医

护团队给刘女士做了严格的全程管理，包括防

治感染、控制宫缩等延迟分娩方案，严密监测

母婴情况的变化。

“小双”打赢加时赛平安降生
24 天，这是第二个胎儿在妈妈子宫内的一

场“加时赛”。小宝宝不仅为自己赢得了生长发

育的时间，也为医护人员争取了更好的救治机

会。10 月 24 日，双胎弟弟“小双”诞生，响亮的

啼哭声不仅让等待已久的家人喜极而泣，也让

产科的医护人员为其欢呼。

安医大一附院产科主任杨媛媛介绍：“双

胎延迟分娩要求条件苛刻，此例产妇在并发

症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延迟 24 天分娩实属罕

见。随着晚育妇女增多及辅助生殖技术的发

展，多胎妊娠发生率明显增加，应该让这些孕

妈更多地了解延迟分娩的信息，只要有可能

的条件，发生一胎流产后，延迟分娩技术是可

以帮助她们的。”

延迟分娩24天，早产儿跑赢“加时赛”

昨日，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合肥市西

园新村小区举行大型义诊活动，来自该院脾胃病科、皮

肤科、口腔科、中医内科等多科室的专家“组团”为市民

义诊。 □ 婷婷 益斌 亚萍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图 说

星报讯（方雯 记者 马冰璐） 随着生活节

奏不断加快，慢性肩关节疼痛已成为继慢性头

痛、慢性腰痛之后的第三大疼痛，约有80%的成

年人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肩痛经历。每年的

11 月是“全国爱肩月”，11 月 6 日，中国科大附

一院（安徽省立医院）骨科运动医学亚专科主任

赵其纯教授提醒，肩痛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许

多患者选择忍一忍就好了，往往延误治疗，导致

病情加重，“肩痛不能忍，应及时就医。”

赵其纯表示，“肩周炎”本身就是一个非

常笼统的诊断，已经被滥用多年，所有搞不清的

肩关节疼痛，统统都扔到“肩周炎”这个诊断

里，肩周炎也就成了肩痛的“背锅侠”。其实肩

痛者中，真正明确诊断为肩周炎的，仅占 10%，

而有约 70%的患者，都是肩袖损伤。有研究发

现，在 60 岁以上由于肩痛就诊的老年人中，肩

袖损伤和肩峰撞击症的比例高达70％，其发病

率远远高于“肩周炎”。

赵其纯提醒，对于长期伏案或受凉导致的

肩部肌肉疼痛，可在平时注意颈肩部肌肉的放

松，多进行户外体育锻炼；平时注意防湿防寒。

此外，也可以通过针灸、推拿、理疗等物理疗法

缓解症状。但因为肩关节疼痛的鉴别诊断本身

非常困难，因此，当肩部关节出现疼痛、自己采

取一定措施无法缓解的情况下，一定要尽早到

正规医院的运动医学专科进行咨询和诊治。

温馨提示：11 月 8 日（周五）下午 13:00~

15:00，中国科大附一院 (安徽省立医院) 将联

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规范化培训

安徽中心、中国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分会肩肘学

组、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肩肘工作组、中华医

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在该院门诊广场开展大型义

诊，多位全国肩关节知名专家将与市民面对面

进行咨询交流，进行现场诊断并制定康复方

案。如有核磁共振片或相关影像检查资料，可

一并携带到义诊现场。

儿童、青少年
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星报讯（少东 孙辉 云冈 记者 马冰璐） 日前，由

合肥市蜀山区卫健委主办的“三减三健”健康宣传活

动在安徽警官职业学院东区启动。专家提醒，市民尤

其是慢性病患者应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应做到“三

减三健”，尤其要注意的是，儿童、青少年应不喝或少

喝含糖饮料。

专家提醒，健康的体魄与健康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市民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应做到“三

减三健”，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健康

口腔。减盐可使用定量盐勺；少吃榨菜、咸菜和酱制食

物，不吃或少吃添加了食盐的加工食品和罐头食品；此

外，减盐要循序渐进。

减油可使用控油壶；烹调食物时尽可能不用烹调油

或用很少量烹调油的方法，如蒸、煮、炖等，少用“煎”

“炸”的方式；少吃或不吃油炸食品；不喝菜汤；经常更换

烹调油的种类。减糖应做到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特别

是儿童、青少年群体；家庭在烹调过程少加糖。

做到“三健”，首先要维持健康体重、定期测量体重指

数（BMI）、维持健康腰围，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

女性不超过 85 厘米；其次，想拥有健康骨骼应选择富含

钙、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饮食、建议每天至少 20 分

钟日照时间、坚持运动、改正吸烟和过度饮酒等不良生活

习惯；健康口腔应做到定期进行口腔检查、早晚刷牙、饭

后漱口等。

冬令进补有“膏”招
周五，膏方节将启动

星报讯（王津淼 记者 马冰璐） 11 月 8 日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立冬节气，一年中进补的最佳时节即将到来。

当天，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

膏方节将启动，届时，知名中医及药学专家将现场为市民

义诊，并针对冬令进补膏方调理答疑解惑。

膏方，又称膏剂或膏滋药，一般由多味中药组成，具

有很好的滋补和调补作用。它具有提高脏腑功能、补益

气血、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缓解或减轻慢性疾病、缓解

虚弱状态等功效。比较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人群、肿

瘤放化疗、术后与疾病康复期患者，以及女性备孕、产后

康复等。

当天，除了知名专家义诊之外，还有膏方现场制作、贵

重药材鉴别、中医文化表演、中医药灯谜等多项丰富多彩

的活动，同时，该院还特地准备了膏方供市民免费品尝。

星报讯（胡小丽 朱沛炎 记者 马冰璐） 很

多人认为，小小的便秘，不是什么大毛病。殊不

知，便秘不仅会降低生活质量，还会引发很多慢

性疾病。11月6日，记者获悉，合肥市二院广德

路院区普外三科（肛肠外科）接诊了一位患者，

便秘三十多年，痛苦难言。专家表示，便秘也是

一种病，不能久拖，需尽早治疗恢复健康。

“我每天都吃不好、睡不好，真的太痛苦

了。”刘大妈今年 63 岁，便秘已经有 30 多年

了，每次排便都要来来回回蹲很多次，就是排

不出来，排不干净。经常吃泻药，但效果不理

想，一停药症状反而加重。就诊后，经过肠镜

及排粪造影等检查，确诊刘大妈的便秘类型

为 出 口 梗 阻 性 便 秘 ，由 盆 底 功 能 障 碍 引 起

的。通过电刺激生物反馈疗法，可恢复盆底

肌功能。一个疗程后，刘大妈的便秘症状已

得到显著改善。

据合肥市二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李龙介绍，

便秘可分为出口梗阻型、排出障碍型、盆底痉挛

型和盆底迟缓型四种类型。类型不同，治疗方

法也不同。如出口梗阻型便秘，是由盆底松弛、

痉挛引起的，可采用电刺激生物反馈疗法，使用

不同频率的电刺激，恢复盆底肌功能。针对其

他类型，还有微创手术、中医治疗、药物治疗等

方法。

生活不规律、长期熬夜、久坐不运动、不喜

欢吃果蔬等不良习惯都会引发便秘。“便秘治

疗，分型很重要，便秘患者要尽早到正规医院就

诊，不要擅自用药，否则不仅会加重病情，还会

耽误治疗。”针对经常便秘的患者，专家建议，平

时要建立良好的生活节奏，饮食合理，作息规

律，定时排便，避免熬夜。

大妈便秘30年痛苦不堪

专家：便秘是病不能忍

肩痛就是肩周炎？
其实7成肩痛是肩袖损伤“作怪”
专家：肩痛不能忍，应及时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