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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反反复复，让人痛苦不堪

选对方法用对药是关键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出现过眩晕的症状。情况较轻的人，闭上眼睛休息一下

就能缓解。情况严重的人，坐立难安、晕头转向，还会出现恶心、呕吐、出汗等症状。

眩晕常反反复复，让人痛苦不堪，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那么，眩晕到底

是什么病呢？应对眩晕有什么妙招？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江门市五邑中医

院脑病科二区主任吕小亮。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通讯员 赵晓东 刘森

吕小亮介绍，眩晕是临床常见症
状，由脑部疾病或其他多种疾病引起，
特别在老年人中，其发病率高达
50%。发病时，眩晕患者感觉自身或外
界物体旋转或摇晃，可伴有头痛、头
昏、记忆力下降、视物旋转、恶心呕吐
等多种症状。

人们常常认为，眩晕多由脑供血
不足或颈椎病引起。吕小亮表示，眩
晕的原因非常复杂，大致分为系统性

眩晕和非系统性眩晕，可由多种病因
引起，比如脑供血不足、脑梗、癫痫、
代谢性疾病、退行性疾病、脑外伤、中
耳炎、耳石症等。具体情况则需要借
助检查手段，由专科医生做出专业诊
断。

在该科接诊的眩晕患者中，大多
病情复杂且各不相同。有的病程长，
反复发作，久治不好。有的突然发作，
症状明显，难以行走及活动。有的以

眩晕为首发症状，后被证实为脑梗或
脑炎等。

“由于眩晕涉及的病种多，伴随症
状各不相同，因此临床诊断有时并不
明朗，治疗方法针对性不强，患者眩晕
反复发作，或病情恶化加重，这些问题
成为病人最大的困扰。”吕小亮表示，
首先明确诊断，做好定性定位分析，然
后选对方法用对药，给予患者对症治
疗，才是解决眩晕的关键。

来自江门的陆奶奶今年60岁。前
不久，她因“口角歪斜，右耳疱疹10天，
头晕2天”入住该院脑病科二区。家属
告诉医生，陆奶奶右侧面部瘫痪，口角
左歪，右耳内廓疱疹红肿疼痛，曾在其
他医院治疗，病情没有明显好转。后
来，陆奶奶在家突发眩晕，视物旋转，
恶心欲呕，站立不稳，精神疲倦。

收治入院后，医生为陆奶奶查体，
发现其右侧眼睑闭合不全，口角左歪，
右耳疱疹，颈项僵硬。中医诊断为口

僻（痰瘀阻络型），西医诊断为中枢神
经系统感染。

该科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中
医治疗上，以天麻止痉散合散偏汤为
方煎服，加上艾灸增强效果。西医治
疗上，以阿昔洛韦药物为主。经过10
天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陆奶奶病情明
显好转，可出院在门诊治疗，目前随访
已痊愈。“可以看出，眩晕也可由中枢
神经系统感染引起，详细告知病史、重
视体格检查很重要，不可轻视或者大

意。”吕小亮提醒道。
与陆奶奶突发眩晕不同，61的冯

奶奶反复头晕6年多，加重伴双下肢
乏力2个月。颈椎X片提示椎间隙变
窄，中医诊断为眩晕（气血不足型），西
医诊断为混合型颈椎病。中医治疗
上，给予正骨手法及针灸治疗，开具黄
芪桂枝五物汤中药煎服。冯奶奶第二
天便觉得症状减轻，第四天便好转出
院。

“眩晕还可由颈椎病变所致，不少
患者早期诊断不明确，治疗针对性不
强，所以疗效不好，反复迁延数年。”吕
小亮表示，只有明确病因，及早对症治
疗，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如果眩晕发作持续不减，超过3小
时，循环梗死的概率大。有着20余年
临床经验的吕小亮提醒，眩晕并非小
事，需要及时处理。“不要忽视眩晕的
伴随症状，这些伴随症状对于定性及

定位诊断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
眩晕治疗不能只求症状缓解，而忽略
病因探查；眩晕治疗不可只补气血，需
要辨证论治。”吕小亮说。

对于眩晕患者，一方面，该科按
照西医定性，定位诊断要求，完善相
关检查，给予相应的治疗。另一方
面，该科发扬中医药特色疗法，比如
针灸、推拿、贴敷、正骨、汤药等，根据
病人具体情况辨证论治。临床效果

证明，双管齐下治疗眩晕效果好，同
时获得了一批批患者的认可。

对于自觉眩晕症状严重，或眩晕
长期反复发作者，吕小亮建议及时就
医，完善相关检查。日常生活中，应保
持适当运动、按时作息、控制血糖及血
压、避免长时间低头、避免长时间剧烈
活动、积极治疗基础病等，可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眩晕发作。

病情复杂且各不相同

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

出现症状要及时就医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梁爽 通
讯员/谭淑欣）“谢谢你们，我的尿失禁
症状完全缓解了！”日前，在江门市中心
医院泌尿外科一区病房，阮女士（化名）
激动地向查房的医生们反馈。这是该院
泌尿外科首次运用骶神经调控术，为患
者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排尿难题，意味着
我市在功能性排尿障碍领域迈上新的台
阶，为复杂性排尿功能障碍患者带来了
新的曙光。

阮女士患有顽固性膀胱过度活动
症，术前尿频尿急尿失禁10多年。她曾
接受药物治疗3年，症状无明显改善。
经多方打听，阮女士来到该院泌尿外科
就诊。在该科主任黄黎明及副主任曹嘉
正的主持下，泌尿外科团队详细评估及
讨论，决定为患者进行骶神经调控术。

骶神经调控（SNM），也称为“膀胱
起搏器”，是利用介入手段将一种短脉冲
的刺激电流连续施加于特定的骶神经，
以此剥夺神经细胞本身的电生理特性、
以便人为地激活兴奋或抑制神经通路、
干扰异常的骶神经反射弧，进而影响与
调控膀胱、尿道括约肌及盆底等骶神经

支配的效应器官的行为，起到“神经调
控”的作用，用于下尿路功能障碍及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治疗。

阮女士所患的顽固性膀胱过度活动
症，病情疑难、治疗棘手，而骶神经调控
术为尿控领域最前沿的新技术，当前全
国的地级市医院鲜有开展。经向医院汇
报，在院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该院请到
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吴芃教授到院
指导手术。

8月3日，阮女士顺利完成了骶神经
调控术一期手术。术后体验治疗期间，
患者尿频、尿急、尿失禁症状明显改善，
于8月17日接受了骶神经调控术二期
手术。目前，阮女士尿频、尿急、尿失禁
完全缓解。

同样从骶神经调控术获益的还有胡
女士（化名）。她是一位颈椎管狭窄后继
发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术前患有多年排
尿及排便困难。一期手术后体验治疗期
间，胡女士排尿及排便困难明显改善，并
于8月17日接受了骶神经调控术二期
手术。术后，胡女士的排尿及排便困难
已恢复正常。

据了解，骶神经调控术创伤小，手术
所用导丝只有1.3毫米，病人痛苦减轻。

据悉，骶神经调控手术可以分为两
期进行。第一期手术是体验阶段，如果

病人效果好，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再进行
二期手术，放入永久性电极。当完成二
期手术后，根据外界程控，可以远程给病
人调整参数，免除病人来回奔波的辛苦。

我市成功开展首例骶神经调控术

为尿失禁患者带来曙光

我市成功开展首例骶神经调控术，为患者解决尿失禁难题。

★延伸阅读

医学指导

中医认为眩晕由于日常饮食
不当、情志管理不当、肾虚、气血虚
弱所致的，眩晕的发病原理跟风、
火、痰、瘀扰乱清窍有关，也可能是
气血虚弱导致清窍失养。中医通
常将眩晕辨证分为5个证型：气血
亏虚证、肾精不足证、痰湿中阻证、
肝阳上亢证、瘀血阻窍证。

穴位按摩是刺激人体特定穴
位，刺激经络，可以让经脉活络、淤
血散去，祛除邪气。对于居家的眩
晕患者，吕小亮建议，可选择太阳
穴、百会穴、印堂穴等，每次按摩20
分钟，每晚睡前1次。

另外，耳穴压豆是通过王不留
行籽、磁珠等丸状物贴压刺激耳穴
的一种操作，通过刺激耳穴调治脏
腑、调节气血，继而改善眩晕，可选
用皮质下、交感、神门等耳穴。每
日按压2—3次，每次1—2分钟，隔
日1次，双耳交替。

根据病情，在医生指导下适当
选择舌操、降压操、眩晕康复操等
进行功能锻炼，每周3—5次，每次
20—30 分钟。锻炼一定要量力而
行，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以活动后
不感到疲倦为宜。

吕小亮提醒，对于眩晕的防
治，日常要注意预防与调摄，首先，
保持心情舒畅，防止七情过激；其
次，饮食宜清淡，定时定量，戒烟限
酒，避免暴饮暴食；第三，生活起居
有序，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睡眠；
第四，注意保暖，科学运动，避免突
然或强烈的头部运动。

中医应对眩晕有妙招

吕小亮：江门市五邑中医院脑
病科副主任、脑病科二区主任，中
西医结合主任医师，暨南大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兼职
教授，广东省杰出青年中医药人
才，岭南名医。师从国医大师熊继
柏教授、省名中医沈英森教授、省
名中医范德辉教授、省名中医余尚
贞教授，熟谙中医经典，学术功底
深厚，临床经验丰富，熟用中医经
方，临床疗效显著。擅长头痛头
晕、中风偏瘫、腰腿痛麻、失眠心
烦、虚劳神疲、咳嗽气促、腹痛腹
胀、纳差便秘、痛经不调、肿瘤放化
疗术后、脊柱病变神经症状中医正
骨等中医治疗，以及擅长内、外、
妇、儿科各种疑难杂症中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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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梁爽 通讯
员/林任萍 曹昆恒）日前，贵州茅台
与咖啡连锁品牌推出的联名咖啡“酱
香拿铁”正式上市。关于这款“酱香
拿铁”，有不少“赶时髦”的朋友已在
各社交媒体上晒单，其中不少网友表
示酒精浓度低，搞上几杯都没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美酒兑咖啡对人体的
消化系统是否有影响？多喝又会产
生什么问题？记者为此采访了江门
市中心医院蓬江分院消化内科主任
林任萍。

据了解，“酱香拿铁”使用白酒风
味厚奶，含53度贵州茅台酒。作为
一款含酒精的饮品，林任萍表示，虽
然酒精含量低于0.5%，但未成年人、
孕妇、驾驶人员、酒精过敏者不建议
饮用。

咖啡因和酒精都属于刺激性和
兴奋性的食物，对血管都有扩张的效
应。林任萍介绍，如果大量混合饮
用，容易引起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心
悸、刺激肠胃，对人体健康影响不可
忽视。尤其是心脏、胃肠、肝脏不好
的人都不适合饮用。若患有其他疾
病，正在服用药物，比如头孢、感冒
灵、安眠药、降压药、降糖药等，也不
适合饮用。

据悉，酒精和咖啡因搭配的关键
在于酒精含量。如果酒精含量低于
0.5%，则不需要过度担心，一般不会
引起明显的不良反应。林任萍表示，
咖啡和酒同时饮用后，如果身体出现
不适，应该立刻饮用大量的清水稀
释，或者在水中加入少量的葡萄糖和
食盐喝下。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梁爽
通讯员/赵晓东 刘森）近日，家住蓬
江区的赵姨因腰腿痛到无法行走，在
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江门市五邑中医
院骨三科就诊。结合赵姨情况，该科
运用UBE新技术，解决了困扰她7年
之久的腰腿痛难题。

记者了解到，UBE技术是一项
治疗腰椎退行性疾病的微创技术，与
传统的脊柱内镜手术不同，UBE技
术利用两个工作通道，分别是内窥镜
通道及镜下操作通道，可以不受观察
通道的限制来移动并操作手术器械，
从而提供更好的操作范围，让手术更
便捷。

赵姨入院后，医生安排其完善相
关检查。腰椎MR提示其腰5/骶 1
椎间盘突出伴椎管狭窄，右侧神经根
受压，明确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该院骨三科主任范全、梅汉尧带领副
主任医师翁志辉、主治医师钟诚等，
对赵姨的病情进行讨论分析，为其制
定了具有操作范围大、减压范围广、
手术便捷等诸多优势的UBE技术手
术方案。

一切准备就绪后，手术如期开

展。术中，在UBE技术下，兼有内
镜放大的视野和开放手术灵活的操
作，对肌肉损伤较小、术中定位X光
透视少。术后不到1天，赵姨便能
佩戴腰围下地走动，步履轻松，自行
上厕所及起身吃饭，但仍需腰围保
护，腰围的保护一般持续到术后1—
3个月。被疾病折磨多年的她，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此外，手术创口
只有两个1厘米左右的小口，术后
2—3天换一次药就可以，10天左右
就可以拆线。

恢复良好的赵姨术后第三天便
可出院。为了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
谢，她亲手送上一面锦旗，并激动地
说：“感谢你们，把我这么多年来的病
医好了，也把困扰我多年的‘心病’治
好了。”

钟诚介绍，自今年该院骨三科
开展UBE技术以来，为诸多患者解
除病痛，如受腰腿痛困扰长达6年
的张大姐、近半年内腰腿剧烈疼痛
无法正常工作的李先生，均快速康
复回归正常生活和工作。接下来，
UBE技术的广泛应用将造福更多腰
椎疾病患者。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开展UBE技术治疗腰椎疾病

解决困扰患者7年的腰腿痛难题

患者为
医护人员送
上锦旗。

“酱香拿铁”可多喝吗？
医生建议：切勿贪杯，几类人群要慎喝

医生为眩晕患者把脉问诊。

提到性病，大家首先会想到梅
毒、艾滋病、淋病等，其实生殖道沙眼
衣原体感染也是临床中非常常见的
一种性传播疾病。大家大可不必谈

“衣”色变，该病是可治愈的，但若未
及时发现并有效治疗，可引起不孕不
育、异位妊娠等严重危害，甚至增加
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风险。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是一种
由沙眼衣原体引起的，以泌尿生殖道
部位炎症为主要表现的性传播疾
病。该病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感染
多发生于性活跃人群，具有较强的隐
蔽性。江门市皮肤医院皮肤性病科
医师李冬表示，该病的潜伏期平均为
1—3周，多数感染者无明显的临床症
状，大多是筛查检测发现。

有症状的患者，男女表现不一。
女性感染后可引起黏液性宫颈炎等
炎症性疾病，主要表现为下腹部不
适、阴道有异常分泌物等；男性会出
现尿道炎，主要表现为尿道刺痒、刺
痛或灼烧感等。

李冬强调，无明显症状的患者，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未及时就医，往
往会拖延疾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
感染如不及时治疗，可上行感染引起
相关并发症：男性感染者未及时治疗
常引起附睾炎、前列腺炎，表现为附
睾肿胀痛、阴茎痛等；女性感染者未

及时治疗常引起盆腔炎、宫外孕、不
育症和慢性下腹痛。所以，李冬建议
性伴侣有感染史、多性伴侣、有高危
性行为的人群要主动到医院检查。

治疗方式主要是口服抗生素类
药物，其疗程根据选择的药物类别
不同而略有差异。治疗结束后症状
体征全部消失，3—4周后病原学检
测阴性，判断为治愈。李冬说：“患
者有症状或确诊，性伴侣建议一起
检查和治疗。在疗程完成前避免性
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生殖道沙眼衣原
体感染后产生的免疫力不强，且时间
短暂，治愈后仍要注意预防，否则可能
再次感染。其预防与其他的性病一
致：遵守性道德、固定唯一性伴侣、避
免不洁性行为、坚持正确使用安全
套。如有尿道症状、白带异常，应及时
去正规医院就诊，及早诊断，及时治
疗，避免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此外，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可
导致孕妇早产、死产、流产、胎膜早破
等，还会通过母婴传播。新生儿经母
亲产道分娩时可感染沙眼衣原体，引
起结膜炎或肺炎等。建议育龄期女
性每年检查一次，备孕夫妇做好孕前
检查，如有感染及时治疗。

（文/图 蔡昭璐 李英华）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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