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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温差大，血压
会升高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黎镇赐指
出，这都是因为气温降低、昼夜
温差增大的原因。 根据多项研
究表明， 气温对血压是有明显
影响的，当气温降低时，机体为
了维持正常体温， 全身血管较
温暖炎热时明显收缩， 血管阻
力增大，为了保证全身供血，血
压便明显升高了。

一般来说 ， 温度每降低
1℃， 收缩压升高 1.14mmHg，

舒张压升高 0.58mmHg。 当天
气突然变冷或者早晚温差较大
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更明显，而
老年人因为血管弹性差， 血压
波动更加明显。

血压飙升可引起
心梗和脑梗

高血压是动脉 粥 样 硬 化
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表明，
无论是收缩压还是舒张压的
升高， 都会导致动脉粥样硬
化的发病率明显升高。 这可
能是由于高血压时， 动脉壁
承受较高压力， 内皮细胞损

伤 ， 坏 胆 固 醇（LDL-C）易 于
进入动脉壁， 形成泡沫细胞
并 刺 激 平 滑 肌 细 胞 增 生 ， 引
发动脉粥样硬化。

长期进行性动脉粥样硬化
可引起冠心病及脑血管供血不
足等疾病， 而血压的骤升骤降
更是急性心肌梗死、 脑出血及
脑梗死的重要诱因。

饱食常会引起心
血管意外

不仅仅是气温，饱餐、情绪
激动、 熬夜劳累等均可引起血
压升高。

秋季进补的传统由来已久。
一来，秋季丰收，用美食来庆祝
再好不过， 也是为即将进入寒
冬做准备；二来天气逐渐转凉，
没有了夏季的燥热， 人们胃口
逐渐好转，而消化器官要工作，
腹腔内脏器官血管扩张使血流
充足以保证需要， 四肢血管为
保证内脏血液供应， 就要让血
管收缩，给急需处提供保障，从
而引起血压升高。

秋高气爽，正是出门旅游的
旺季，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也
比平时来得更多。 因此，专家提
醒，出门旅游也好，在家也好，

为应对“多事之秋”，大家要注
意以下几点：

1、 坚持服用降压药物 ，切
勿 擅 自 停 药 或 自 觉 不 适 才 吃
药，出门在外也不例外。

2、 注意清淡饮食 ， 尽量避
免暴饮暴食以及高油 、高盐 、高
糖饮食。

3、 保持情绪平稳 ， 豁达开
阔，切勿大喜大怒。

4、 如果用药后， 血压一直
居高不下 ， 要注意其他疾病继
发性高血压的可能。

5、 保持生活规律以及足够
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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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单继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主任中医师，从医 40 余年，在医
教研方面有丰富经验，尤其擅长高
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脏瓣膜
病变、 心力衰竭以及高脂血症、动
脉硬化、脑血管病变等心脑血管疾
病的预防和治疗，对这些疾病平时
的日常调理保健也颇有心得。

出诊地点和时间：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岭南名医门诊
（周二下午） 紫和堂德和中医门诊
部（周一、周五下午）

秋分过后， 广州的秋意越
来越浓，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空气
越来越干爽了。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单继
军前几天接诊时遇到了好几位
病人都出现了口唇干裂、皮肤干
燥瘙痒等“秋燥”症状。这个季节
的调养重点就是“养阴润燥”。

喝很多水为何还口干？
“医生我喝了很多水，实在

喝不下去了，为何还是口干？”有
患者问。 单继军主任医师解答，
秋燥损伤人体阴津，往往会导致
口渴、唇干、咽干、咽痒，甚至喉
咙肿痛、声音嘶哑等症状。 多喝
水当然是没错的，如果秋燥症状
仍不能缓解， 可经常用银耳、雪
梨、百合、莲子煲些汤或糖水，有
润肺生津、养阴清燥作用。

这个季节要少吃或不吃辛
辣、煎炸食物（像烟酒、炒花生、瓜
子、辣椒、孜然、烤串等），否则往
往会助燥伤阴，加重秋燥症状。

秋燥伤肺，一老一小要当心
单继军介绍，秋燥还喜欢伤

肺，这时如果人体抵抗力下降，容
易导致呼吸道黏膜不断受到忽冷
忽热的刺激，所谓“虚邪贼风”，屡
扰体弱之人，抵抗力减弱，给病原
微生物提供可乘之机， 极易使人
伤风感冒，还会引起扁桃体炎、气
管炎和肺炎。 老人和小孩身体比
较弱，更要格外当心。

在这段时间， 要避免劳累，

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除了有助
于提高身体的正气、守好第一道

“门户”外，还可有效缓解秋乏导
致的到身体困乏、易疲倦、精神
不济。 另外，老人和小孩在这个
时间段出门时可多带几套衣服，
衣服汗湿后要及时更换，进入空
调环境或感到有凉意时要及时
加衣。

这个季节不冷不热， 最适合
运动，户外运动更佳。 运动有助于
提升身体正气，正气足，外邪才不
易入侵，如《黄帝内经》所说：“正
气内存，邪不可干”。 中老年人可
以选择快走、八段锦、太极拳等运
动，运动要避免大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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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很多水为何还口干？ 你该滋阴了……

帕金森病是一种中老年人常
见的慢性进展性神经系统变性
疾病。 其起病隐匿，初期症状往
往不典型，很容易被忽视。 相比
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常见慢病
管理的日趋成熟，有着中老年人
健康“第三杀手”之称的帕金森
病却没这么“幸运”，公众对帕金
森病了解有限，就诊率和确诊率
仍普遍偏低。 重阳节将至，关注
老年人常见的帕金森病。

提升疾病认知，提倡早
诊早治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副主任医师李蒙燕介绍，我
国帕金森病患者已达 250 万 ，
随着老龄化的加快，预计每年将
新增病例 10 万人 。 然而，接近
15%的患者在患病 2 年以上才
去医院就诊，错失了早期干预治

疗的最佳时机。帕金森病虽然尚
无法完全治愈 ， 但如果早期发
现、系统治疗，可控制病情并延
缓进程。

预防运动并发症，保
持自如生活

对于帕金森病治疗， 国际公
认要关注三大治疗目标， 即控制
运动症状、 改善非运动症状、防
治运动并发症。 据了解， 大部分
帕金森病患者经长期的治疗，都
可能产生运动并发症， 发病年龄
小于 60 岁的年轻帕金森病患者
更容易出现。

运动并发症是帕金森病患者
致残的主要因素之一， 应引起患
者和家属的足够重视。“运动并
发症的治疗效果不佳， 明智之举
是预防其发生。 ”李蒙燕解释道，
“在治疗初始就要为患者的长远

治疗做打算， 尽可能地延后和减
少帕金森病患者运动并发症的发
生，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 ”

规范诊疗，专病专治是关键

帕金森病一经确诊需要接
受长期治疗 ， 规范诊疗对于改
善症状并维持较高的生活质量
相当重要。 李蒙燕表示，患了帕
金森病不要盲目就医， 规范诊
疗很关键 。 建议患者到所在城
市已开设的帕金森专病门诊进
行治疗 ， 医生会根据患者情况
进行长期规范的管理 ， 从而控
制并改善症状。

目前， 帕金森病专病门诊在
全国范围内已设立近 500 家，覆
盖 150 个城市和县城。 广州地区
多家三甲医院现已开设帕金森病
专病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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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帕金森病运动并发症可致残

转季之时血压不稳
如何应对“多事之秋”？

每到季节更替，不少慢性病患者就开始忧虑了。 夏秋交替时也正是
心脑血管疾病频发的时候，很多人感到困惑：明明我按时吃药了，怎么
血压忽高忽低就是控制不好？怎么最近心绞痛发作也频繁了？怎么最近
老是头晕了？ 这一切的诱因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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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药是许多家庭的常
备药， 疼痛难耐时来上一颗，
有些老人甚至会长期吃止痛
药。 这不，悲剧来了……

近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二外科（胃肠甲状
腺外科） 接诊了一位 70 多岁
的老年男性患者。 来就医时，
他表情非常痛苦、憔悴，他描
述说“上腹部像刀割样疼”，而
这种疼痛已经持续 9 个小时
了。医生马上给他安排了腹部
CT 检查 ， 检查发现有“气
腹”，高度怀疑是消化道穿孔。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阿
伯出现了消化道穿孔？该院主
任医师赵先明介绍，原来这位
阿伯本身就有胃病，后来因为
关节疼痛的问题，长期依靠止
痛药缓解疼痛，正是因为长期
吃止痛药导致了消化道穿孔。

赵先明解释，止痛药虽然
能够缓解疼痛，但是治标不治
本， 长期或过量服用止痛药，
容易损伤胃肠道黏膜，诱发消
化出血甚至穿孔。 对于年龄超
过 60 岁，长期服用阿司匹林、
激素患者更加是消化道疾病
的高危人群， 应该慎用止痛
药。必要时需选择对胃肠道刺
激较小的药物，同时服用保护
胃黏膜药物。

该院主治医师杨海淦提
醒，对于正在服用止痛药的读
者们，要打醒精神，提防消化
道穿孔，一旦出现消化道不适
要及时就医，就医时要告诉医
生你正在服用的药物。消化道
穿孔的临床症状以突发腹部
刀割样疼痛为主， 疼痛剧烈，
可伴随面色苍白， 汗出肢冷、
血压降低等休克症状。

这些人吃止痛药需谨慎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张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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