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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吃大喝引祸上身，21岁小伙进了ICU

管住嘴，才能挡住“糖衣炮弹”
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获得糖尿病护理”，宣传活

动口号是“了解风险，了解应对”。

2020年版中国糖尿病指南指出，我国18岁以上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高

达11.7%。也就是说，大概10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患糖尿病。尽管患者数量

很多，但是糖尿病的知晓率并不高。随着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改变，糖尿病

患者越来越年轻化。

那么，公众应该了解哪些糖尿病带来的风险？又该如何应对呢？对此，记

者采访了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吕秀群。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银换
通讯员 赵晓东 刘森 实习生 许丽榆

近日，记者在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内分泌科病房见到了糖尿病患者诚
诚（化名）。诚诚21岁，蓬江人。他身
体瘦弱，苍白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眼
镜，稚气未脱。前一天，他刚从ICU
转到普通病房。

说到平时的饮食习惯，诚诚不好
意思地说，自己平时爱喝可乐、雪碧
等饮料，一顿能吃两碗饭，喜欢吃肉，
一碟排骨自己能吃半碟。长期大吃
大喝，导致他“吃”出了糖尿病。

刚开始，诚诚觉得自己年轻，并未
重视这个问题，降糖药物也不按时吃，
饮食也不控制。日前，他在喝了一瓶
可乐后，出现了恶心、气促等状况，到

医院检查后才知道这竟是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被立即送至ICU治疗。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最常见的
糖尿病急症，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的原因主要为感染、饮食或治疗不当
及各种应激因素。”吕秀群说，若不及
时治疗，严重的话可引起昏迷，甚至
危及生命。

经ICU抢救，诚诚的病情逐渐平
稳。想起在ICU救治的经历，他不禁
后怕：“原来糖尿病还会危及生命，以
后我一定会控制饮食，少喝饮料。”

近期，吕秀群还接诊到多位糖尿
病酮症酸中毒患者。她告诉记者，有
一个72岁的婆婆，患糖尿病史多年，

有腰痛症状，平时自行购买药物服
用。此前，她在市场购买“纯中药水”
治疗腰痛，结果出现头晕、上腹疼痛、
恶心呕吐等症状，后来出现意识模
糊，病情危重，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肾功
能不全，病情危重。

还有一位41岁的男性患者几乎
每天都喝酒，“喝”出了糖尿病。确诊
后，他依然戒不掉喝酒的习惯，近期
被确诊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胰腺
炎、双肺肺炎。

幸运的是，在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内分泌科中西医结合治疗下，这些患
者康复良好。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只是糖尿病
的其中一种严重并发症。事实上，糖
尿病的并发症还有很多，有的甚至会
危及生命。

吕秀群介绍，糖尿病最常见的并
发症包括糖尿病的眼病，如视网膜病
变；糖尿病肾病，这是目前发生肾功
能衰竭、肾透析的主要原因；引起心
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全
身各脏器系统都会因为血糖的升高
而受到严重损伤。

“不只是糖尿病患者要了解风
险，糖尿病高危人群也要了解风险，
需定期进行糖尿病筛查。”吕秀群表

示，半数以上的2型糖尿病患者在疾
病的早期无明显临床表现，糖尿病筛
查可使这些患者得以早期发现、早期
治疗，有助于提高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的防治效率。

吕秀群提醒，如果存在以下情
况，属于糖尿病高危人群：有糖尿病
前期史；年龄 ≥40 岁；体重指数
（BMI）≥24kg/m 和（或）中心型肥
胖（男性腰围≥90cm，女性腰围≥
85cm）；一级亲属有糖尿病史；缺乏
体力活动者；有巨大儿分娩史或有
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有多囊
卵巢综合征病史的女性；有黑棘皮

病者；有高血压史或正在接受降压
治疗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90mmol/L 和（或）甘 油 三 酯 ＞
2.22mmol/L，或正在接受调脂药治
疗者；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
病（ASCVD）史；有类固醇类药物使
用史；长期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或抗
抑郁症药物治疗等。

吕秀群介绍，糖尿病筛查方法为
两点法，即空腹血糖+75g口服葡萄
糖耐量试验（OGTT）2h血糖。筛查
结果为正常者，建议每3年筛查一次；
筛查结果为糖尿病前期者，建议每年
筛查一次。

糖尿病会给身体带来多种并发
症，如何预防至关重要。

吕秀群表示，糖尿病综合治疗有
“五驾马车”，在患者积极配合的前提
下，可以使大多数糖尿病患者拥有与
常人相似的生活质量和生命长度。

“五驾马车”包括：健康教育、饮食、运
动、药物和监测。

健康教育是核心。患者本人和
日常与患者共同生活的亲属需要积
极主动学习，掌握和了解糖尿病相关
饮食运动生活知识，尤其要特别掌握
相关并发症和引起并发症原因的生
活必备常识，积极向专业人士寻求帮
助，谨遵医嘱进行系统规范化治疗，

提高患者及亲属自我管理的意识及
能力。

饮食是基础。患者需要合理饮
食，医护人员帮助患者制定科学有效
的营养计划，确定合理的饮食方案，
既保证身体必需的足够营养，又不过
多摄入高盐高脂高糖食物，减少肠胃
及身体负担，合理分配各种营养物
质，循序渐进恢复并维持理想体重。
吕秀群举例道，为了减少餐后血糖升
高，建议糖尿病患者先吃菜，后吃主
食。推荐进食顺序为汤、菜、肉、主
食。

运动是手段。患者应在医生的
建议下，选择适宜的运动，最好每天

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段进行运动。一
般建议餐后1小时运动最佳，可以预
防低血糖的发生。

药物是武器。糖尿病患者的治
疗原则为早期、长期、综合、个体化。
药物治疗包括口服药物和注射药物
两类。糖尿病的药物治疗属医学专
业知识，患者及家属一定要谨遵医
嘱，切勿擅自更改和停用药物。

监测是保障。血糖监测的目的
是知晓自身的血糖水平，有利于科学
合理地调节工作生活方式和为医生
调整药物治疗方案提供参考，降低无
症状低血糖的发生率，促进血糖达
标。

为进一步增强群众糖尿病防
治意识，促进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营造全民防控糖尿病的良好社会
氛围，提升糖尿病全方位管理防
治水平，今日下午3点，由江海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江海

区卫生健康局主办的“健康素养
大讲堂”将在江南街道下沙文化
展示活动中心开讲。这不仅是该
局 积 极 响 应《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要求，贯彻落实健
康广东行动、推进健康江海建设
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该局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落
地举措之一。

随着人们饮食生活方式的改
变，糖尿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
态势。作为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糖尿病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

的主要慢性病之一，早防早治显
得尤为重要。本期活动的主题为

“了解风险，了解应对，共同预防
糖尿病”。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里，江海区人民医院内科主任李
东光将为群众科普糖尿病防治知
识，传授糖尿病防控技巧。通过

“早检查、早发现、早预防、早治
疗”，降低发病率，提高诊断率、治
疗率、控制率。

届时，直播江门App将对此
次活动进行全程直播，敬请垂注。

（文/图 邓榕 吴慧敏）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梁爽
通讯员/谭淑欣）为促进江门生物医
药科技和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近
日，江门市中心医院精锋医疗产学研
合作基地揭牌仪式在该院仁济楼举
行，现场还举行了全国手术机器人标
准化操作培训基地揭牌暨江门首台
多孔腔镜手术机器人开机仪式。

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推进以及
医疗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人工智
能+医疗”已逐渐成为推动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为解决医疗
资源不足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供
技术支撑。其中，手术机器人能够有
效提高手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舒适
性，降低手术的创伤和并发症，缩短
手术时间和恢复周期，为患者带来更
好的手术体验和治疗效果。

此次，深圳市精锋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锋医疗”）携
手江门市中心医院，共建江门市中心
医院精锋医疗产学研合作基地，是进
一步深化深江合作，共同促进科技创
新、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有力举措。

据介绍，本次“上岗”的多孔腔镜
手术机器人是国内首款获得国家药
监局批准应用于泌尿外科、妇科、普
外科、胸外科等科室的手术机器人产
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领先的
技术水平，已在全国多家医院成功应
用于多个专科，为众多患者提供了更
优的手术治疗方案。精锋医疗副总
裁韩文彬称，该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
优势和资源优势，与江门市中心医院
的专家团队紧密合作，开展机器人手
术规范化应用，提高医疗质量和效
率，培养高水平的手术机器人专业人
才。

江门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左万
里介绍，该院将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
和资源，共同开展手术机器人的临床
应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学术交流
等方面合作，探索手术机器人在泌尿
外科、妇科、普外科、胸外科等领域的
应用前景，提升手术机器人的智能
化、精准化、个性化水平，为广大患者
提供更安全、更有效、更舒适的手术
治疗方案。

江门日报讯（记者/梁爽 通讯
员/伍丽霞 何洁兰）为切实提高ICU
出院患者的生活质量，近日，江门市
人民医院“ICU后门诊”正式开诊，为
有需要的患者及其家属制定包括生
理、心理、康复、营养、护理等系统化
的预后管理方案。这是江门首家为
重症患者提供延续服务的门诊。

随着重症医学诊疗水平的提高，
大部分重症患者经过ICU的成功救
治后，可转回病房并康复出院。但在
离开ICU后，很多患者或家属会存在
不少疑虑，比如，为何出现肢体活动
乏力、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下降等症
状，管道如何定期更换与维护、如何
补充营养等。此外，还有一些隐匿性
问题不容易被发现，或发现后不知道
如何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
的生活质量，从而加重家庭和社会负
担。

该院“ICU后门诊”主要由 ICU
的医护专家联合出诊。另外，该门诊
还与神经内科、康复科、临床药学、临
床营养等多学科强强联合，为患者提
供专业的后续康复指导意见，解决困

扰患者及家属的诸多问题。
哪些患者需要看“ICU后门诊”？

该院ICU主任容永璋介绍，主要有以
下几种：ICU后综合征及ICU获得性
衰弱、营养不良重症患者、季节爆发性
疾病重症患者、慢性内科性疾病患者、
慢性器官功能不全患者急性发作期、
重症疾病咨询指导服务、ICU后康复
指导等。他说，在这里，专业的医生和
护士将提供二对一、个体化的门诊服
务，同时建立电子病历档案进行跟踪
随访，为全民健康护航。

记者了解到，该院“ICU后门诊”
的出诊时间为每周四下午2：30—5：
30，出诊地点为门诊楼二楼内科门诊
8号诊室，每周由1名医生与1名护
士同时出诊。有需要的市民，可通过
以下方式挂号：1、微信公众号预约：
关注江门市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
点击门诊服务→预约挂号→选择“内
科门诊”→选择“ICU后门诊”→选择
就诊时间（每周四）→确认挂号；2、现
场挂号：请到门诊楼一楼挂号窗口办
理挂号；3、电话预约（正常上班时
间）：0750—3887333/3887000。

江门首家
“ICU后门诊”开诊

进入冬季，心脏病高发期也随之
到来。在日常生活中，有多种因素容
易诱发心脏病，患者在日常饮食、运
动、生活起居等方面应多加留意，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心脏安全。

江门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
任高伟栋表示，冷风刺激是诱发心脏
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寒冷的天气会
让人体血压升高，容易导致血管斑块
破裂。此外，天气寒冷，一些人喜欢
吃油腻的食物来增加身体热量，但这
样容易使血脂上升，不利于心脏病的
控制。

过高的运动负荷容易诱发心脏
病。在高强度的运动中，心肌的耗氧
增加、心率增加、血管收缩，如果超过
心脏的耐受量，会对心脏造成损伤，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猝死。

久坐、熬夜等不良习惯会对心脏
产生一定的影响。经常久坐，容易使
支配心脏的神经出现问题；而缺乏睡
眠和休息，神经调节的能力就会下
降，从而增加心脏病发病的风险。近
年来，久坐、熬夜成了一些年轻人的
生活常态，心脏病患者有了年轻化趋
势。

值得注意的是，吸烟也会提高患
上心脏病的风险。高伟栋说：“吸烟
容易造成动脉硬化，是引发心脏病的
一大‘元凶’。在我接诊过的心脏病
患者里，不少有或曾有吸烟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养成良好的
习惯。进入冬季，气温下降，心脏病
患者应注意防寒保暖，避免冷风直
吹；注意均衡饮食，控制好体重、血
压、血糖、血脂等；合理作息，劳逸结
合，少久坐、少熬夜。另外，适量运动
可以让心脏得到锻炼，对健康有益，
心脏病患者在运动时要根据个人情
况选择合适的运动类型和运动量，并
讲究适量、循序渐进，注意控制运动
的强度，必要时可以找专业人员制定
运动“处方”。

“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救治，
绝大部分心脏病患者的生命是可以
挽救的。”高伟栋提示，心脏病有头
昏、胸闷、气短、隐痛等早期信号，如
果在日常生活中有类似现象，应及早
就医检查；心脏病发病时会产生胸闷
胸痛、出汗等症状，如有出现，要立即
拨打120急救电话请专业医护人员
进行判断，若符合心脏病发特征，应
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如果身边的
人出现了类似症状，也应第一时间拨
打120急救电话，若有必要，应对发
病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平日，心脏病患者可以在家中常
备药物，比如患有冠心病的患者可以
常备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药物，防
止血栓的形成，但一定要在药师指导
下准备药物，不能乱用药。

（张泽彬）

江门首台
多孔腔镜手术机器人“上岗”

养成良好习惯
守护心脏安全

21岁小伙“吃”出糖尿病

高危人群需定期筛查

“五驾马车”促进血糖达标

李东光
江海区人民医院党

总支委员、内科主任、主
任医师，江门市医学会内
分泌学会委员、江门市医
学会心血管学会委员、江
门市胸痛中心质量管理
组专家。擅长糖尿病、急
性心肌梗死、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病的
诊断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健康素养大讲堂”今日开讲

科学防治糖尿病 远离“甜蜜的烦恼”

相关新闻

泌尿外科团队在多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辅助下成功开展腹膜后肿瘤切除术。

★延伸阅读

市民张洋（化名）在35
岁那年被确诊为糖尿病，
他身高 1.7 米，体重高达
110多公斤，餐后血糖高达
30mmol/L（正 常 值 小 于
7.8mmol/L）。

原本张洋不把这当回
事，直到他看到旁边病床
33岁同样患糖尿病的小伙
子出现了轻度脑梗塞，他
才害怕，“原来糖尿病也能
引起这么严重的并发症。”
出院后，张洋决定好好运
动和控制饮食。3个月内，
他便减重15公斤。复查结
果显示，他的血糖已恢复
正常。

长期以来，糖尿病被
认为是一种终身性并不断
恶化的慢性疾病。一旦确
诊，必须终身服用降糖药，
或者使用胰岛素来控制血
糖。

“事实并非如此。”吕
秀群表示，糖尿病是可以

“缓解”的。“缓解”糖尿病
就是通过某种治疗方法干
预病因，使得糖尿病患者
的血糖能够得到良好控
制，长期不需要药物治疗，
达到缓解的效果。吕秀群
提醒，这并不意味着治愈
了糖尿病，如果对生活方
式不加以节制，缓解后的
糖尿病还会再次恶化。

吕秀群建议，糖尿病
患者要注重生活方式干预
治疗，包括合理的饮食控
制，保持正常范围的体重；
每天进行至少30分钟适合
自身的运动，包括快走、跑
步、游泳等；定期检测血
糖、血压、血脂等。

患上糖尿病
需要终身吃药吗？

医学指导

吕秀群：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广东
省中医药学会内分泌专
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门
市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内
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
甲状腺疾病防治委员会
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
委员，暨南大学临床医学
（中医内科学）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实践指导教
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
疗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
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内分泌科医护人
员为患者普及糖尿病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