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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痒干咳，皮肤瘙痒，怎么办？

你问，专
家答！若有问
题想问德叔团
队，欢迎扫码
入 读 者 群 提
问 。 本 栏 目
将 每 月 集 中
收集问题，由
德 叔 医 古 团
队（张忠德全
国 名 中 医 工
作室）筛选问
题进行回答。

吃药后尿酸不降反升，为啥？

风湿闰月说

黄闰月 广东省中医院中西
医结合临床医学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文/黄闰月

黄闰月教授团队正在开展类风湿关节炎筛查活动，有双
手关节痛、类风湿家族史的人群可以前往门诊初步评估。

门诊信息：逢周二上午、周四下午和晚上、周五下午均在
广东省中医院各分院门诊出诊；周日白天和周一晚上在广东
省中医院康合风湿慢病科研工作站（筹）技术指导。

预约方式：通过公众号“广东省中医院服务号”或者“闰
月医话”搜索医生姓名挂号。

患者
福利

秋高气爽，是锻炼的好
时期。秋季重养收，因此，进
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也应坚持
养收原则。运动时，注意时
间不要过早或过晚，运动量
不宜太大，可选择轻松平缓
的项目，如登山、慢跑、散

步、五禽戏、太极拳、八段锦
等，每次运动前一定要注意
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避免
运动太过剧烈，出汗过多而
耗损阳气。秋天容易疲乏思
睡，运动后要注意休息，恢复
体力。

最近，黄医生的门诊接待了
一位20岁的年轻患者小卫。他
在服用10天药后，发现尿酸水平
不仅没有降下来，甚至还出现了
升高的情况，这让他感到困惑和
沮丧。其实，在日常治疗高尿酸
血症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况并不
少见，这是为什么呢？

高尿酸血症的病因有哪些

高尿酸血症是由于体内尿酸
的生成过多或排泄不畅所导致的
一种代谢性疾病。在正常情况
下，尿酸会通过肾脏进行排泄，维
持体内尿酸的平衡。然而，当体
内代谢失衡造成尿酸生成过多或
肾脏排泄功能受损时，就会导致
尿酸水平升高，从而引发高尿酸
血症。

在治疗高尿酸血症时，医生
通常会开具降尿酸药物，比如促
进尿酸排泄（常见有苯溴马隆等）
或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常见有
别嘌醇、非布司他等）。

这些药物通过不同的机制作
用来减少尿酸的生成或增加尿酸
的排泄，从而降低尿酸水平。然
而，有时候患者在使用这些药物
后会发现尿酸水平并没有下降，
甚至升高了。

服药后尿酸为何不降反升

第一，药物的剂量不够或使
用时间不足

降尿酸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能发挥作用，而且每个人对药
物的反应不同。因此，如果患者
在短时间内没有看到尿酸水平下
降，不必过于担心，只需定期复
诊，让医生根据需要来调整药物

的剂量或给予更长的治疗时间来
观察效果。

第二，患者的生活方式和饮
食习惯

高尿酸血症与饮食密切相
关，摄入过多的高嘌呤食物会增
加尿酸的生成，从而导致尿酸水
平升高。如果在治疗期间没有改
变饮食习惯，尤其是继续大量摄
入嘌呤含量高的食物，那么患者
的尿酸水平可能不会下降。

同时，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不
适宜做剧烈运动，因为剧烈运动
会产生乳酸，导致尿酸升高。

因此，在服药后尿酸不降反
升，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改变饮
食结构，减少嘌呤含量高的食物
的摄入，例如海鲜、肉类、酒精和
果糖饮料等。

第三，影响尿酸代谢的药物
如部分降压药物、双胍类降

糖药、小剂量阿司匹林等会减少
尿酸排出，这也可能导致尿酸水
平在吃药后没有下降。医生需要
进一步评估患者的整体状况，针
对性地调整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如果患者遇到服用
药物后，尿酸不降反升情况，建议
及时与医生保持沟通，以便进行进
一步的评估和调整治疗方案。

新知科普

文/席蕾（广东省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

现代生活中，人们使用电
子屏幕的时间大幅增加，上班
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已成为常
态。很多人发现眼睛用久了
经常会出现酸胀、视物模糊、
眼痛，甚至头疼的症状。这是
得了青光眼吗？

并非所有青光眼
都会眼睛酸胀

并不是所有青光眼患者
都会出现眼睛酸胀。青光眼
是一类由于视神经无法耐受
升高的眼内压而导致的眼部
疾病，可影响视力并最终导致
失明。早期青光眼的视力损
伤通常出现在周边部视野，并
未直接影响视力，也不会有明
显的眼部不适症状，很容易被
忽略。

随着病情进展，患者的视
力范围逐渐缩小，由周边发展
至中心区域，出现视力明显下
降时才被发现。然而已损失
的视力和视野无法恢复，因此
青 光 眼 又 被 称 为“ 视 力 小
偷”。

当然，也有部分人会由于
各种原因导致眼内压急剧升
高而发生急性青光眼，表现为
明显的视物模糊、眼痛，甚至
头疼、恶心、呕吐。通常需要
采取眼部急救措施，尽快降低
眼压，以挽救视力。

5招减轻眼睛酸胀

现代人出现眼睛酸胀的

原因有很多，最常见是长时
间过度用眼 、不适当的用眼
习惯 、室内环境干燥以及未
纠正的视觉问题等导致的眼
疲劳。

为了减轻眼睛酸胀症状
和维护眼健康，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1）控制近距离用眼时
间：使用“20-20-20”法则：每
20 分钟远离屏幕，看 20 英尺
（约 6 米）外的物体，持续 20 秒
钟；（2）调整屏幕设置，降低
屏幕的亮度；（3）保持良好用
眼 习 惯 ；（4）使 用 防 蓝 光 眼
镜；（5）保持室内湿度或使用
人工泪液等。

有几类人群青光眼的患
病风险较高：（1）有青光眼家
族 史 者 ；（2）高 度 近 视 或 远
视、眼轴短和小眼球者；（3）
40 岁以上人群；（4）全身慢性
疾病的患者，如高血压、糖尿
病和心血管疾病；（5）长期使
用某些类固醇药物者；（6）曾
受过眼外伤者。

不良的现代生活方式易
导致眼睛酸胀和其他眼部不
适。适当的预防措施和保持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减轻这
些不适并维护好眼睛健康。
但如果休息后眼部酸胀持续
或加重，视物出现颜色变化，
对光线敏感，或者需要频繁更
换眼镜配方以及任何自己不
确定的情况时，应及时就诊以
获取专业人士的建议。同时
定期进行眼睛检查非常重要，
以便科学预防和及时发现潜
在的眼部疾病。

我能吃蟹吗

螃蟹虽美味，但不是每个
人 都 适 合 吃 。 螃 蟹 性 质 寒
凉，体质较虚弱、体寒、手脚
冰冷、胃寒的人群不适宜食
用。同时，陈昫也指出，蟹黄
含有较高的油脂和胆固醇，
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
化、高血脂的人应少吃或不
吃蟹黄，蟹肉也不宜多吃。
而罹患伤风、发热、胃痛、腹
泻、消化道炎症或溃疡、胆囊
炎、胆结石症、肝炎活动期的
人群均不宜食蟹。

如何食用螃蟹

吃螃蟹应挑选生猛的螃
蟹，不吃死蟹或即将要死的
螃蟹。不新鲜的螃蟹中含有

许多细菌、病毒，螃蟹死亡时
间越长，食用中毒的概率越
大，食用后可能会引起腹痛、
腹泻、呕吐、发热等急性胃肠
炎症状。

螃蟹应煮熟食用。生螃
蟹体内常有沙门菌，未经高
温消毒杀菌食用会引起胃肠
道的不适或食物中毒。

此外，螃蟹的性质比较寒
凉，在烹制螃蟹时可适当加入
葱、姜、蒜。这些配料具有暖
胃的功效，同时缓解蟹的毒
性。食用螃蟹后，可适当饮用
生姜红糖水来暖胃，或是饮用
新鲜的紫苏叶冲泡的温开水，
可以起到祛寒、祛毒的作用。

食用螃蟹后，也应尽量避
免食用柿子。因为柿子中含
有鞣酸，与蛋白质结合时容
易引起胃肠道的不适，严重
时可能会引起胃内结石。

眼睛酸胀，
是得了“青光眼”吗？

扫码
可入读者
群 提 问 ，
二维码 10
月 2 日 前
有效

读者彩虹：咽痒干咳两年
多，有时有浓痰，牙龈渗血，人
消瘦。请问如何调治？

答：“无风不作痒”，咽痒
咳嗽多以“风邪”为患。治疗

“风咳”，不仅要预防外之风邪，
也要重视因外邪引发的内生之
风，根据不同寒热燥邪症状施
以分治。您所出现的少痰、浓

痰，以及牙龈渗血、消瘦等症
状，多是由于咳嗽日久、导致肺
阴不足所致。因此，可以在疏
风宣肺、利咽止咳的基础上，加
以滋阴润肺、生津利咽之品，如
沙参、麦冬、川贝母、炙枇杷叶
等。在日常饮食调护中，也可
选择北沙参、百合、银耳、雪梨
等润肺止咳、养阴润燥的药膳。

问1

问2

读者海舟：老伴 70 多岁，
经常皮肤瘙痒，秋冬几乎全身
发 作 ，春 夏 则 多 颈 、面 部 发
作。洗头后头皮痒。曾患哮
喘、带状疱疹。请问中医有何
妙方？

答：老年人逐渐衰弱，阴
血亏虚，肌肤失去濡养，化燥
生风则易出现皮肤瘙痒。若
有哮喘病史，病位在肺，日久
累及脾肾。脾失健运，水湿内
生化热后耗损阴血，阴血躁动

而生内风。秋冬风干气燥，内
风外风合起攻之，瘙痒症状进
一步加重。

可适当食用清润养阴的
食物，如沙参、百合、玉竹、猪
皮、雪梨等。不要盲目使用清
热凉血燥湿等苦寒药物，或过
于滋腻的滋阴之品。

要避免搔抓、肥皂、热水烫
洗等外界刺激，避免勤洗皮肤，
沐浴后及时涂上润肤露，避免
水分流失而加重干燥瘙痒。

问3

读者欣欣向荣：反复口腔
溃疡是上火吗？

答：现代人经常熬夜，饮
食不规律，这种“上火”以虚火
为多。饮食应以细软、清淡、
易消化为主，戒烟酒，少吃辛
辣刺激性食品及太过粗糙坚

硬的食物，以免反复磨损口腔
黏膜。不要盲目饮用凉茶，少
食偏寒凉的蔬菜瓜果。此外，
避免精神紧张及过度劳累，尽
量晚上 10 点前睡觉，保证充
足睡眠。平时可按摩脾俞穴、
照海穴来健运脾气、降虚火。

读者英：52 岁更年期，多
汗，气短胸闷，晚上难入睡，如
何调理？

答：更年期综合征的发病
核心在于肝肾亏虚，同时与心、
脾密切相关。多汗之外，还多伴
有心悸、胸闷、焦虑、失眠等症
状。若多汗合并手足心热等阴
虚火旺证者，日常饮食可适当使
用百合、莲子、石斛等滋阴降火；
若合并食欲不振、情绪抑郁等肝
脾不调证者，可适当使用炒麦
芽、玫瑰花、陈皮、佛手等。平时
多锻炼身体行气活血，还可配合

穴位按摩，选穴太冲、足三里，疏
畅气机，改善睡眠。

（本期答问专家：岭南甄氏
杂病流派传承工作室、张忠德
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张伟、
唐丽娟、林然）

问4

出汗痒、晒太阳痒、换件新衣
服也会痒……目前，我国约有
3000万名特应性皮炎（AD）患者，
其中青少年患者占10%左右。患
上AD，皮肤瘙痒，患者拼命抓挠
引起皮肤损伤，进而加重了瘙痒，
形成恶性循环，影响睡眠和正常学
习，甚至会带来心理问题。

9月 20日，由羊城晚报大健
康研究院主办的“AD 无忧进校
园”公益活动在羊城创意产业园
启动。该公益活动旨在通过媒
体、学校、专家三方共同努力，提
升青少年学生和家长对特应性皮
炎的认知，并给予他们生理和心
理健康方面的支持，帮助青少年
患者以健康、自信、自爱的形象面
对青春期成长，同时呼吁全社会
关心、关注青少年特应性皮炎患

者，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氛围。据悉，从 10月中下旬起，
公益活动将陆续进入市各初高中
学校，为青少年特应性皮炎患者
及家长进行皮肤健康知识普及。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皮肤科主任梁云生教授在启动
仪式上介绍，特应性皮炎青少年
如果没有进行规范治疗、做好日
常管理，病情反复发作带给青少
年及家人的困扰，已经远远超出
皮肤问题。比如说，由于瘙痒影
响睡眠，加之家长盲目让孩子忌
口，导致不少特应性皮炎的青少
年身体发育受到影响。瘙痒还
会影响孩子正常的学习和考试
的发挥。部分孩子由于身体上
有抓痕、伤痕累累，以至于夏天
不敢穿短裤、短袖、裙子，甚至出

现了焦虑、自卑等心理问题。
“特应性皮炎多发于过敏体质

人群，所以特应性皮炎患者常常还
会伴有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梁
云生教授介绍。此外，特应性皮炎在
大城市的发病率要远高于农村，这与
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有关。另外，当
然广东气候以湿热为主，这种潮湿、
温暖的环境特别容易引起皮肤瘙
痒，造成特应性皮炎发病。

梁云生教授指出，特应性皮
炎青少年做好规范的药物治疗
至关重要。轻度至中度特应性
皮炎的管理包括合理的洗浴和
润肤。但中度至重度特应性皮
炎 的 治 疗 则 建 议 全 身 系 统 治
疗。全身疗法的药物包括糖皮
质激素、抗组胺药、免疫抑制剂、
生物制剂和口服靶向药物。

秋分养生收敛阳气，

“AD无忧进校园”公益活动在穗启动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刘苡婷 刘庆钧 图/视觉中国

“少辛增酸”预防秋燥

9月23日进入秋分节气，古籍《春秋
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中记载：“秋分者，
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是
阴阳交替的关键节气之一。广东省妇幼
保健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张晓莹介绍，从
秋分起，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因此养生要
顺应自然界“收”的特点，要收敛阳气，以
防耗损阳气，使机体保持“阴平阳秘”。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王舒华 图/视觉中国

“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
夜”，秋分时昼夜温差加大，早
晚应注意添加衣物保暖。不
过，秋分时节虽凉风习习，却不
甚寒冷，秋高气爽，是秋冻的最
佳时期，因此，不要一下穿得太
多、捂得太严，尤其是青壮年和
身体健康者，这有助于提高机
体适应自然气候变化的抗寒能
力。不过，老年人和患有各种

慢性疾病者，切忌盲目“秋冻”，
应及时增添衣物，保护阳气。

张晓莹指出，秋分时节阳
气日退，阴寒日生，为顺应秋
季的“收敛”之气，宜养成早睡
早起的生活习惯。早卧，能顺
应阳气的收藏，早起，能顺应
阳气的舒长，以此可敛阳气，
养身体，适应人体阴阳消长的
变化。

秋分之后，雨水渐少，秋燥
是中秋到晚秋的主要气候。燥
邪最易损伤人体津液，预防秋
燥是秋季饮食不变的主题，因
此，在饮食摄养上应掌握“燥
者润之”和“少辛增酸”的原
则，尽量少食葱、姜、蒜等辛味
之 品 。 张 晓 莹 表 示 ，秋 分 的

“燥”与初秋之温燥不同，此时
寒 凉 之 气 与 燥 相 合 ，属“ 凉

燥”，因此，可适当多吃有温
润、濡养功能的食物，如鸭肉、
山药、藕、蜂蜜、芝麻、核桃、杏
仁、梨、柿子、百合、银耳等。
酸甘化阴，还宜进食一些带有
酸味的食品，如葡萄、石榴、苹
果、山楂等。

另外，还要补充充足的水
分，多喝开水、淡茶等，以养阴
润燥。

运动切勿过于剧烈，耗损阳气

早卧早起，收敛阳气

多吃温润食物，预防秋燥

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吃蟹？？？？？？？？？？？？？？？？？？？？？？？？？？？？？？？

Tips:推荐食疗方

沙参麦冬秋梨饮
做法：选取个大汁多的梨 1 个，

生地黄 10 克、沙参 10 克、麦冬 10 克、
玉竹 10 克、冰糖 5 克，加水煎煮之后
去渣取汁，代茶饮用。

功效：适用于秋季出现口干舌燥
等症状 。

秋天如何健康

金秋九月，在我们
的餐桌上的鲜味便离
不开肉厚膏多、肥美饱
满的螃蟹。秋天如何
健康吃蟹？广州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脾胃病科主治医师陈
昫建议，患有冠心病、
高血压、动脉硬化、高
血脂的人应少吃或不
吃蟹黄。普通人群食
用螃蟹后，可适当饮用
生姜红糖水来暖胃，或
是饮用新鲜的紫苏叶
冲泡的温开水，起到祛
寒、祛毒的作用。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