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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期家庭好医生 生命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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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首席专家，从事骨科临床30余年，在骨科创伤、脊柱疾

患、关节疾病、小儿骨伤等方面有较高的诊断及治疗水平，9次获得省、市不同级

别的科技进步奖。

一院骨质疏松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

首席专家苏家庆周四下午坐诊

周刊
HEALTH WEEKLY

C7-C8

下周预告

喝牛奶、吃钙片难防骨质疏松

一周病情报告

骨质疏松症不仅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更是老年人致残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哪些检查可以确诊骨质疏松症？怎样才能有效治疗骨质疏松？9月

13日上午9:30~10:30, 本报健康热线0551-2623752，邀请了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首席专家

苏家庆就骨质疏松的预防和治疗与读者进行了交流。 记者 胡敬东/文 黄洋洋/图

膏方可别随便吃
下周二，中医权威教您秋季进补

秋冬季节，很多市民开始关注膏方进

补。“每年都有一些市民因为不知道自己的

体质而随意进补。”安徽省中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常务副院长刘健教授告诉记者，经

常在门诊遇到一些因为进补方法不当而导

致身体出现异样的朋友。他建议，膏方进

补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否则适得其

反。

刘健教授说，专家在开膏方前，会诊断

市民朋友属于何种体质，再根据寒热虚实

不同的情况，辨明脏腑、阴阳、气血等不

同，开出膏方。

家里的补药能不能用？膏方进补从什

么时候开始？儿童能不能进补？正常体质

和身体有异样者进补是否一样？膏方怎么

吃、如何保存？下周二（9 月 20 日）上午 9：

30～10：30，本报健康热线 0551－2623752

将邀请安徽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常务

副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延缓衰老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安徽省委保健委员会

保健专家刘健教授与读者交流。刘健教授

擅长应用中医、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风湿

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

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等及中医

药养生保健。

陈小飞 记者 胡敬东

秋凉预防“心梗”
时令初秋，昼夜温差大，白天暑湿蒸

腾，夜晚寒意袭人，这样的天气，极易诱发

心梗。近期，前来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门、急诊就诊的心梗患者明显增多。

据合肥市一院心内科周炳凤副主任

介绍，心梗的早期征兆有走路时无原因地

感到胸闷，心脏易产生压榨感，出冷汗，心

绞痛等症状。突发心梗是由于血管破裂

导致血小板聚合，形成血栓堵塞血管。气

候急剧变化，大风，阴雨是急性心肌梗塞

的诱因之一。

周主任提醒，预防心肌梗塞的发生，

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下几点：有冠心

病、心绞痛或者有冠心病危险因素的人，

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气候变化时要

注意保暖。平时，绝对不要搬过重物品，

不要在饱餐或饥饿的状态下洗澡，水温

不宜过高，洗澡时间不宜过长。尽量少

去通风环境较差，人流集中的公共场

所。出行前不要吃太饱，若进食太多，血

脂浓度会变高，从而加剧包括心梗和脑

梗在内的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一

旦出现心梗的先兆症状要及时处理，早

期诊断，严格监护和积极治疗是改善心

梗的关键。

苏洁 记者 胡敬东

星报讯 (戴睿 记者胡敬东)

中秋节刚过，市场上的月饼开始

纷纷“撤架”，但许多市民家中的

月饼仍有大量剩余，许多人对着

这些“过季”的美食发了愁。一些

市民索性发动全家老小，把吃月

饼当成一项任务，还有人把月饼

当成主食来吃。近日，记者在安

医大二附院消化内科了解到，中

秋节后，因吃多了月饼或节日饮

食不当而出现肠胃不良反应的患

者明显增多。

昨天上午，记者在医院看到，

陆女士带着5岁的儿子看专家门

诊。陆女士告诉记者，家里有不

少月饼，因为孩子喜欢吃，晚上

一连吃了两三个，夜里就闹起了

肚子。安医大二附院消化内科章

礼久主任表示，月饼是高糖、高

脂食品，而且盐的含量也比较

多，即使没有其他疾病，吃月饼

也要尽量控制，尤其不能当主食

吃。有糖尿病、胆囊炎、胆囊结

石、胃肠道慢性疾病的患者应谨

慎食用月饼。

专家特别提醒，老人和小孩尤

其要适量慎食月饼，老人消化功能

不好，月饼吃多了，易加重胃肠负

担，出现饱胀及腹泻等不适。而孩

子同样会因为胃肠负担加重，吃多

了对小儿的胃肠功能及身体发育

无益，家长应严格控制其摄入量。

专家建议每天吃月饼也不要超过

两个，小孩和老人尽量少吃。吃月

饼时，应减少主食及油脂的摄入

量，多喝点浓茶，以助于促进消化。

中秋过后
别让月饼成健康负担无痛分娩：轻松做母亲

星报讯（程乐平 记者 胡敬东）日前，记者

从合肥市妇幼保健院获悉，随着医学技术的发

展，现在有了一种为孕产妇减轻痛苦，也反映出

生育文明的全新生育技术——“无痛分娩”。

该院分娩中心杨湘玲主任告诉记者，“无

痛分娩”在国外已经是常规分娩形式。“无痛

分娩”在医学上客观地称之为“分娩镇痛”，

目前国际医学界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是由麻

醉医师在产妇脊椎的硬膜外腔注射麻醉药，

在头脑清醒情况下，阻断产妇腰部以下的痛

觉神经传导。产妇在整个过程一直处于清

醒状态，有条件的甚至能够下床走动，可以

明显减轻或完全消除疼痛，让产妇可以不用

开刀、轻松愉悦地完成整个分娩过程。

据介绍，目前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分娩中心

联合麻醉科全面开展“无痛分娩”技术，通过硬

膜外腔给药自控硬膜外镇痛(PCEA)用于分娩

镇痛，只需约5~10分钟即可完成麻醉操作过

程，整个分娩过程有产科医生与麻醉科医生共

同监测产妇情况，真正做到安全可靠。

医学前沿

腰酸背痛

是骨质疏松典型症状

患者：我今年70岁了，腰和背老是

疼，尤其是坐久了、站久了就疼得更厉

害，这是不是骨质疏松？

苏家庆：腰酸背痛还有驼背、变矮

都是骨质疏松的典型症状，疼痛是骨

质疏松症最常见的症状。但医学上判

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是通过骨密度测

量，所以要确诊是否患骨质疏松症还

是要去正规大医院进行检查。

骨密度测定是通过体外分析每平

方厘米含多少克钙来判断骨质疏松程

度的检查，这些测定出来的值是骨质

疏松症的诊断金标准。骨密度检查主

要是对腰椎、前臂和股骨颈部位进行

的检查。检查的三个部位，只要有一

处的测定值≤-2.5，就可以确诊其患有

骨质疏松症。

喝牛奶吃钙片

不一定能防止骨质疏松

患者：多喝牛奶对骨质疏松有用吗？

苏家庆：这是当然的。日常饮

食中，牛奶中钙含量是比较高的，每

100 毫升牛奶中含有 100~120 毫克的

钙，而且牛奶中的钙很容易被人体

吸收。

但是人的骨架主要是钙和磷的结

合物构成的，单纯地通过喝牛奶、吃钙

片补钙并不能有效防止骨质疏松，因

为钙吸收的过程中还需要很多因素的

参与，任何一种因素的缺乏都可能导

致钙吸收或排泄不正常，从而影响钙

的吸收与利用。所以不能说喝牛奶、

多吃钙片就一定能预防骨质疏松。

老年人发生骨质疏松的最主要

原因在于钙吸收能力的下降和钙丢

失的增加，但是单纯地服用钙片并

不能真正吸收到人体中。长期单纯

服用钙片，不但不能防止骨质疏松，

反而由于摄入的钙有可能沉积在肾

脏等部位而产生结石。建议最好先

去医院做骨密度检测，在医生了解

你的骨密度变化之后，再指导你科

学地用药治疗，如钙加维生素 D，或

进行雌激素、降钙素、双磷酸盐等药

物的治疗。

嗜喝碳酸饮料

加快骨质疏松

患者：我今年71岁了，医院检查患

骨质疏松症，平常饮食上应该注意哪

些？

苏家庆：日常饮食中，应有意识地

食用含钙食物，如牛奶、鱼、虾、豆制品

以及富含维生素的蔬菜和水果。另外

酸奶中的乳酸菌有利于钙的吸收，可

以吃一些，但如果是胃溃疡等胃病患

者还是少喝酸奶。还有需要注意的

是，有些食物中含有的草酸易和钙结

合，形成的草酸钙容易导致结石，所以

在吃菠菜、苋菜这些含叶酸的蔬菜时，

最好先用热水过一下，将这些蔬菜中

的草酸清除以后再食用。

此外，有些人长期且大量喝咖啡，

容易造成骨质流失，对骨量的保存有

不利影响。还有酗酒、吸烟、嗜喝碳酸

饮料等习惯，对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发展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吃双磷酸盐

觉得有点烧心

患者：医院检查我患有骨质疏松

症，现在吃的药是双磷酸盐，但吃过以

后觉得有点烧心，有时候还便秘，请问

是怎么回事？

苏家庆：双磷酸盐的主要作用是

抑制骨质流失，提高骨密度，但同时它

对胃肠道黏膜有一定的刺激性，所以

会有烧心的感觉，可以调整一下服药

的时间，改成早晨饭前半个小时吃，并

喝大量的温水。另外要注意药量，谨

遵医嘱，药物服用得多容易导致便秘。

（以上内容是记者根据电话记录整理，

未经苏家庆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