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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源性猝死也叫心脏性猝死
北京世纪坛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佐岩

告诉记者，所谓心源性猝死，也叫心脏性猝死，是指由

心脏原因导致患者发病，往往从发病到死亡不超过1

个小时。

“90%以上的心源性猝死都是由于心律失常、

室颤、室速造成的，主要发生在精神紧张、情绪波动

大、体力透支等人群中。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最常

见的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造成的心源性猝死，

对于年轻人而言，往往是由于先天性心肌病、心肌

炎引发的猝死。”王佐岩表示，心脏性猝死者绝大多

数患有器质性心脏病，主要包括冠心病、肥厚型和

扩张型心肌病、心脏瓣膜病、心肌炎以及严重室性

心律失常等。

中青年患心梗比例上升
高强度、高压力、高度紧张、持续过劳的工作状态

正成为年轻人猝死的重要诱因。专家呼吁，保持健康

的生活、工作方式，普及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尽最大可

能减少此类意外事件发生。

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统计，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

者高达 55 万。心梗若不及时救治，则可能发生猝

死。“通过胸痛中心接诊患者来看，明显感觉到现在接

诊的年轻人多了。以前患心梗大多是六七十岁。但

近几年，已经接诊了多例20岁至30岁的心梗患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马根山介绍，

该院胸痛中心数据显示，中青年心梗患者约占胸痛中

心心梗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

马根山解释，太过繁忙、紧张的工作，会不断刺激

人的交感神经。如果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交感神

经系统长期太过兴奋，会导致心脏负担过大，心率增

快，甚至产生心律失常。长此以往，如不及时调整，心

脏会受到损害。部分突发性心脏病患者猝死就是因

为连续熬夜、情绪激动，诱发了神经功能失调、冠状动

脉痉挛，心脏突然间缺血而猝死。“有些年轻人熬夜加

班会过量喝咖啡提神。如果本身对咖啡敏感性很高，

容易刺激交感神经，外加过度疲劳，也会‘助长’心脏

病病发。”

心源性猝死可以预防吗？
在王佐岩眼中，对于心源性猝死，严格意义上

的预防是不存在的，但人们可通过判断自己是否为

高危人群，来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例如，如果直系

亲属中有人在中青年时期由于心脏问题突然去世，

或曾经有过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病史的患者，都属于

高危人群，可以通过基因检查来发现心肌病导致心

律失常、室速、室颤等基因，并在医生指导下通过药

物进行治疗。”

“随着技术的进步，近年来，除相关药物外，还有

一种专门预防心脏猝死、心律失常的植入式心脏除颤

器，曾经得过心肌梗死、心律失常，甚至出现心源性猝

死被救回的患者都可安装这种植入式除颤器，一旦出

现类似状况，该除颤器就会自动发电，消除恶性心律

失常。”王佐岩指出，事实上，很多常规的检查例如心

电图检查等可能并不能发现心脏的一些问题，一旦心

脏出现不适症状，可通过心脏核磁、心肌活检等手段

进一步确定病因。

目前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
导致心梗的因素，有些没法控制，比如：年龄增长、

身体老化、遗传等。但更多的因素是可以被控制的，通

过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降低风险。目前比较明确的

危险因素有：吸烟；缺乏体育锻炼；肥胖（超过理想体重

的 20%）；血糖、血压、血脂控制不佳；长期精神压力

大。想降低心梗风险，控制好这些风险是关键。

及时进行符合标准的心肺复苏很关键
“一旦猝死发生，最重要的是及时在现场进行

符合标准的心肺复苏。”王佐岩指出，如果患者在公

共场合发生该状况，应寻找周边的 AED（自动体外

除颤器），不管是有没有经过培训，都可以按照 AED

上的操作手册立刻给予除颤，如果在 1～3 分钟内完

成除颤，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病人生存率。如果周围

没有 AED，则可以直接进行心肺复苏的胸外按压，

即在人的胸骨中下部进行垂直按压，每次下压＞

5cm，以 100 次/分钟的速度进行按压，同时请周围

的人呼叫 120。”

腹中乙状结肠扭曲扩张如“车轮”

多学科联手助96岁老人渡难关
星报讯（白寰 记者 马冰璐） 96 岁老人突发腹痛腹

胀，术中探查发现其乙状结肠冗长扭曲扩张，犹如“车轮”。

11月27日，记者从安医大二附院获悉，经手术治疗，老人已

转危为安。

96岁的阮老来自舒城，近日因腹痛腹胀症状加剧被送

至当地医院，初诊为肠梗阻，需立即手术治疗，但考虑到阮

老近百岁高龄，且患有冠心病、肺源性心脏病等疾病，手术

风险极大，当地医院建议连夜转至安医大二附院。

“老人身体消瘦虚弱，左下腹可见突起固定肠袢，腹部

压痛明显，结合辅助检查诊断急性肠梗阻、乙状结肠扭转明

确，不能完全排除肠坏死可能，需立即手术，否则患者很有

可能感染性休克、肠坏死。”这是安医大二附院急诊外科接

诊的副主任医师葛魏巍给予的术前判断。随后，急诊外科

团队连夜为阮老手术。

术中探查发现阮老腹腔肠管扩张明显，肠管内有大量

积气积液，乙状结肠冗长扭曲扩张，犹如“车轮”。但庆幸的

是，未发现肿瘤，腹腔内也无粘连。考虑到患者高龄，医生

与家属沟通后没有切除冗长的乙状结肠。手术顺利结束

后，阮老被送至重症医学科接受进一步治疗康复。

据葛魏巍介绍，乙状结肠扭转是一种较为严重的机械

性肠梗阻，可在短时间内发生肠绞窄、坏死。若不能得到及

时、正确处理，死亡率较高。

合肥“一秒入冬”
你还在“露脚踝”？
专家：冬季，踝关节“易受伤”，注意保暖

星报讯（朱伟华 记者 马冰璐） 最近，合肥气温骤降，

开启“一秒入冬”模式，但不少爱美人士仍坚持“露脚踝”。

昨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骨科主治医师鹿亮

提醒，冬季，踝关节“易受伤”，市民既应不露脚踝，注意保

暖，又要注意合理有效运动，防止运动损伤。

鹿亮表示，俗话说，寒从脚起，一旦机体受凉，抵抗力下

降，就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容易得流感等疾病。“比如，

体质虚弱的人，如冠心病病人，要是受凉，血管收缩导致供

血减少，就可能导致突发心梗等疾病，这是大忌。另外，像

糖尿病患者、胃十二指肠溃疡病人，也不能受凉。”

据鹿亮介绍，踝关节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负重关节，脚踝

处脂肪组织较少，耐寒性较差，保暖性差，同时，足底神经末

梢丰富敏感，一旦踝关节受寒，整个小腿和脚都会感觉冰

凉，而且导致皮肤干燥，足跟容易干裂生冻疮，甚至溃烂。

此外，冬季还是跟腱断裂和踝关节扭伤最常见的季节，

“这是因为受凉后，踝关节周围的肌肉收缩，关节僵硬，容易

导致运动损伤。”鹿亮表示，因此，冬季，一定要好好保护自

己的踝关节不要受凉，防止不必要的损伤，当然，一旦损伤

要及时就医，防止耽误治疗。

“市民除了要放下裤脚，不要露出踝关节，注意保暖外，

在运动前还要做好韧带拉伸、关节活动。”鹿亮提醒，此外，

市民要注意合理有效运动，减少上下楼梯、登山等活动，“推

荐进行游泳运动，游泳不仅是有氧运动，而且对关节压力

小，有助于保护关节。”

周日有“世界艾滋病日”大型义诊
星报讯（傅晓霖 张劲松 记者 马冰璐） 为关爱我省艾

滋病患者，让市民知艾防艾，12 月 1 日上午，在第 32 个“世

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安徽省艾滋病诊疗中心将邀请中国

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合肥

市传染病医院）的专家联合举办大型义诊活动。

义诊时间：12 月 1 日早上 8：30～11:00、地点：中国科

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门诊前广场，来自感染科、妇产

科、骨科、眼科、血液科、皮肤科、神经内科、介入科、肾脏内

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肛肠科、检验科等科室专家将现场

为患者答疑解惑。

此外，现场还有职业暴露预防及暴露后的处理策略宣

讲，欢迎卫生保健人员、人民警察等相关职业人员现场咨询。

演员高以翔去世

远离心脏性猝死远离心脏性猝死
这些方法你必须了解这些方法你必须了解

11月27日，在《追我吧》综艺节

目录制过程中，年仅35岁的台湾艺

人高以翔奔跑时突然减速倒地，经抢

救无效，医院最终宣布其为心源性猝

死。得知此消息，网友们在谴责节目

中运动强度的同时，也不禁发出疑

问，心源性猝死可预防吗？面对心源

性猝死，我们能做些什么？

□ 据新华社、《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