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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近
日，心内科还成功救治了一位50
多岁、突发心梗的肥胖男士。他
平时工作强度大，经常熬夜加
班，饮食偏荤，偶尔运动，却忽视
了身体的报警信号。梅卫义通
过细致的病史追问和症状分析，
发现患者的食管不适可能与心
肌缺血症状相重叠，甚至就是心
肌缺血引起的心绞痛。此外，患
者的长期睡眠呼吸障碍也导致
了其长期缺氧，血管和其他重要
脏器损伤在所难免。

从患者复杂的症状中抽丝
剥茧，这些不起眼的异常如同隐
藏在迷雾中的线索，指向了患者
心脏的潜在危机。及时发现并
进行干预，或可大大降低患者再
次出现心梗的风险。梅卫义在
向年轻医生复盘和剖析这个案

例时指出，要紧扣住理论问题，
找危险因素，找症状因素，找诱
发因素，找缓解情况。“线索摆在
那里，敏锐的眼光可不是教科书
直接灌进来的。”

另一位患者是一位 68 岁的
广州街坊阿姨，她近日感到胸口
时不时会不舒服，但每次仅持续
几秒。细心且孝顺的女儿坚持
要带她就医。患者本人并不以
为意，她虽有高血压病、颈动脉
斑块，但一直在市里的三甲医院
规律治疗，两者都控制达标甚至
是超好，平时心电图和心脏彩超
也没有异常。

梅卫义却从患者讲述的家
族冠心病史和不典型的症状中
发现了端倪，决定直接进行冠状
动脉 CTA 检查，结果发现她的
冠状动脉多支血管严重钙化，重

度狭窄。梅卫义的这一决定，为
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这个案例的经验是‘要找例
外’，科学远远没有达到能解释
清楚一些事情的地步，有时直觉
能够提供途径。”

梅卫义提醒，在任何急危重
症的抢救中，时间是至关重要
的，尤其在急性心肌梗死治疗
中，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
肌。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特别
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
体重等高危人群，一定要及时
拨打120。

广州和睦家医院的一次次
成功救治，是对医疗团队专业能
力和协作精神的最好诠释。在
寒冷的冬日里，他们用专业和热
情守护羊城万千家庭的健康，带
去了温暖和希望。

大健康理念，应该是整
体健康促进的概念，不仅是
身体健康，还要关注心理健
康、环境友好、社会能力等多
个方面，把疾病当作一个社
会问题来对待。

大健康贯穿了人生的各
个阶段，从孕前保健、出生、
成长到死亡，应该从全生命
周期来关注。这意味着医生
不仅要“治已病”，还要“助康
复”，更要“防未病”，要积极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让每个
人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守护
者。所以我们也在全国推广
肠癌筛查，希望它能够成为
第二个被消灭的肿瘤。作为
一名结直肠外科医生，我建
议大家 40 岁以后，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考虑做人生的第
一次肠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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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晕难眠高血压
进补养阳先滋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沈中

有问题问德叔团队？
扫码入群可提问

赵女士今年 47 岁，9 年前
便被诊断出高血压，虽然一直
在服用降压药，但血压控制并
不理想，还常常感到头晕，睡不
着觉，心烦，容易焦虑不安。近
2 年开始出现腰酸腰疼，偶尔
耳鸣，手脚麻木，很怕热，这些

不适越来越影响到赵女士的工
作和生活，让她苦闷不堪。随
着冬至来临，赵女士跟家人一
起进补吃了点羊肉后，头晕烦
热更加严重，连续两天彻夜未
眠。在朋友推荐下赵女士来到
德叔门诊求诊。

医案

德叔解谜

预防保健

德叔养生药膳房

赵女士，47 岁，高血压病史 9 年余

肝肾阴虚，阳气亢盛

阴虚阳亢，养阳之前要滋阴

杜仲猪脚汤

德叔认为，赵女士的高血
压伴随诸多症状，主要是由肝
肾阴虚导致的阴虚阳亢所致。
长期高血压使肝肾阴液受损，
阴不制阳，导致阳气亢盛，上冲
头部，出现头晕、失眠、怕热；
肝主疏泄，与人的情绪密切相
关，肝阳上亢，就容易出现心
烦、焦虑不安；肾主骨生髓，肾
阴不足，髓海空虚，则容易腰酸
腰痛、耳鸣；而肝肾阴虚，津血

不能滋润四肢，便易引起手脚
麻木。冬至的不当进补，更点
燃了赵女士的肝火，肝火引动
心火，让她彻夜难眠、头晕、心
中烦热。

德叔采用滋补肝肾、平肝
潜阳之法进行治疗。经过一
个月的调理，赵女士的血压
逐渐稳定，头晕、心烦、腰酸
腰痛、失眠等症状也都明显
缓解。

所谓“冬至大似年”，无论
南北都崇尚冬至进补，以养好
阳气，比如吃羊肉、喝鸡汤、喝
冬酿酒、吃饺子、吃麻糍等。
但进补不应局限在温养阳气，
像赵女士这类肝肾阴液不足、
阳气亢盛的人群，不断进补温
阳的食物，无异于火上浇油。

这类人群的进补，应以平
补为主，要“温阳补气而不点
火，滋养阴液而不寒凉”，既
要避免辛辣刺激、过度温燥的

食物，也要避免过度寒凉而损
伤脾胃。此时可选用鸡肉、排
骨、猪脚、甲鱼、太子参、山
药、白术、桑椹、天麻等平补的
食材。

平时还可通过穴位按揉
来滋补肝肾、补益气血。可选
太溪穴、三阴交穴，用拇指或
食指指腹，置于穴位处按揉，
每个穴位按揉 150～200 次。
操作时力度适中，以局部有酸
胀感为度。

材料：猪脚 500 克，杜仲
10 克，花生 50 克，核桃 80 克，
精盐适量。

功效：补益肝肾。
烹制方法：猪 脚 处 理 干

净，剁成小块，沸水中焯水。
将所有食材一起放入锅中，加
适量清水煮至猪脚熟烂，加入
适量精盐调味即可。此为两
或三人量。

肾癌，不用化疗也可以治好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刘文琴 黄睿

我国肾癌的新发病例为7.7万例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
数据，2022 年我国肾癌的新发
病例为 7.7 万例，死亡病例 4.6
万例。高发的年龄在 50-70
岁。董文指出，有些具有明确
基因突变的肾癌或者叫作遗传
性的肾癌，其发病的年龄往往
比较早，可以发生在30岁左右。

儿童也会发生肾癌，最常见
的儿童肾癌就是肾母细胞瘤。
所以说，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体

检的时候都应该关注肾脏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肾癌早期基

本没有症状，这与肾脏的位置是
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肾脏是
一个扁豆状的器官，在我们的腰
背部，它前面有腹腔遮挡，后面
又有背部肌肉的保护。如果肾
脏长了个小的肿瘤，在体表是很
难触摸到，它也不会有种明显的
症状，因此，肾癌可谓是沉默的
杀手，不容易被我们及时发现。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泌尿系统疾病非常常见，比
如肾积水、尿失禁、尿路结石、前列腺增生、前列腺
癌、肾癌、膀胱癌等都困扰着不少人。在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的指导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联合羊
城晚报推出“大咖云集探‘泌’解惑”系列直播。近
日，我们特别邀请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尿外
科主任医师董文开讲“肾癌，不用化疗也可以治好”，
其中的精彩内容与读者分享。

当肾癌疾病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时候，约有1/3的病人会有
血尿、腰痛或者是腹部包块，即

“肾癌三联征”。“这三个症状当
中的一种或者是三个全部都
有，往往预示着肿瘤处于中晚
期以上。”董文说。

早期的肾癌治疗效果好，目
前早期肾癌五年生存率在 90%
以上。专家指出，对于早期肾
癌，建议尽可能采用保肾的手术

方式，比如通过达芬奇机器人手
术系统来帮助病人实现保肾的
目的。目前保肾已成为早期肾
癌最主要的一种手术方式。

对于处于进展期的肾癌病人
或者中期病人，比如T3期或者有
淋巴转移的或者有癌栓的病人，
则尽量要做根治性肾切除术。根
治性肾切除术虽然不是保肾的手
术，但它对于进展期的病人来讲，
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生存。

1/3肾癌患者有“三联征”

关注“大咖云集 探 解惑”科普系列‘泌’

艺术医学共促健康

寒冬中的福尔摩斯：
广州和睦家精准诊断救治心梗患者
文/陈辉 李伟思 图/由医院提供

随着冬季的严寒降临，高血压、冠心病患者的
病情往往突然加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例也随之
激增。在广州和睦家医院，急诊科、心内科、导管
手术室、重症监护病房等多部门协同作战，成功救
治了多名突发心脏疾病的患者，上演了一幕幕与
死神赛跑的生死较量。医务人员们凭借过硬的专
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默契配合，像福尔摩斯一
样，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线索，从患者复杂的症状中
抽丝剥茧，最终发现关键的异常指标，成为生死较
量中取胜的关键。

一辆120急救车呼啸着驶入
广州和睦家医院，车上载着一位
在工作期间突发剧烈胸痛的外
籍高管。急诊医师迅速展开救
治，一系列紧急措施——过床、
吸氧、测量生命体征、心电血压
监护、抽血、心电图检查——准
确判断出“急性心肌梗死”。心
内科专科主任梅卫义立刻赶到

现场，绿色通道开启，导管室准
备就绪，急诊冠状动脉手术团
队迅速到位。冠状动脉造影显
示三支主要血管中有两支完全
闭塞，情况危急。梅卫义果断
决定进行紧急冠状动脉微创介
入治疗，成功开通急性闭塞血
管，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手术成功只是开始，后续的

挑战更为严峻：支架内血栓、心
律失常、低心排量、心脏破裂、容
量失平衡、心力衰竭、感染……每
一个环节都充满危险。心内科团
队“一管到底”，24小时监测、随
时调整治疗措施，同时与患者保
持密切沟通，帮助他在病情波动
时保持安心。在医护人员的精心
护航下，患者最终平安出院。

抽丝剥茧 为患者赢得宝贵救治时机

工作期间突发心梗 医护团队力挽狂澜

身心健康是人所共求，从艺术与医学的不同角度来观
察，大健康的概念有何不同？擅长书画者多长寿的背后有
何原因？养生为何能成为时下年轻人“国潮”？

12月20日，在2024粤港澳大湾区健康科普大赛年度
盛典暨“健识·大湾区”名家对话上，著名画家、粤剧表演艺
术家与中西医专家同台跨界对话，聚焦医学与艺术如何共
促大健康，探讨如何以生命美学提升生命质量。

本次活动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广东省
基层医药学会、广东省护士协会联合主办，广东省网络文化
协会、广州健康城市促进会协办，羊城晚报教育健康部、羊
城晚报大健康研究院承办。

人们发现擅书画者往往
长寿，为什么？一方面，书画
活动恰似一套刚柔相济、松紧
有度的太极拳法，使人舒展肌
体；另一方面，书画艺术可以
滋养心灵，提升内在修养与精
神境界。我日常创作就是站
着作画，运笔如练功。我几乎
每天都会在画室外的小花园
晒太阳、散步，日行八千步。

生命与艺术是天然融合
的美学命题，就如同中医用把
脉、西医用透视影像探讨人的
健康一样，艺术也是促进身体
与心灵全面健康的独特路径，
在情感、认知和创造力等方面
展现出独特的治愈效应。

医学延展生命长度，艺术
让生命更有温度。当下，艺术
疗愈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近

几年广东省许钦松艺术基金
会就主办了相关的志愿服务
活动，关注孤独症等特需群
体，联动业界专家、高等院校
的专业师资团队开展公益活
动。作为艺术家，我希望不
仅 要 创 作 出 优 秀 的 艺 术 作
品，更要通过艺术的力量，传
递健康理念，提升人们的生
命质量。

时下年轻人掀起了中医养
生潮，我想这不仅仅是生活习
惯的改进、健康意识的提升，
更是一种文化的感召力与传
承。在 12 月初刚刚结束的世
界传统医药大会上，我们与来
自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各地
的专家，共同探讨传统医药的
现代化发展与创新融合，可见
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

身心和谐、阴阳平衡、天人
合一，是中医的大健康理念。
中医历来主张“上工治未病”，

将中医智慧融入生活，大道至
简：顺应天时，管理好自己的
衣食住行；乐观豁达，用使命
感激励自己积极向上；主动预
防疾病，融艺术、运动于生活，
劳逸适度，其实这种平衡之道
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找到根
基。愿大家一起用中医智慧、
杏林妙招，共筑健康梦。

关于大健康，我认为有三
组关键词：心与身、快与慢、松
与紧。快节奏的运动与慢节
奏的艺术结合，工作时的紧张
高效与生活中的心态松弛结
合，张弛有道，不要执着，才能

使人的心和身同样保持健康。
我们常说“人活一口气”，

中医讲的是人体的气，我们画
画也有墨气和留白；我们作画
都喜欢到大山里写生，在艺术
中与大自然的对话，而中医的
哲学观也追求顺应天时、天人
合一。所以艺术与医学，智慧
都是相通的。

大健康是一种全面、和
谐、平衡的生活艺术。在艺术
创作中，我们可以将大健康理
念融入作品。艺术作品能够
激发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
向往，同时，艺术也能作为一
种疗愈手段，帮助人们在精神
层面上达到放松和恢复，从而
促进整体健康。

吴小剑：
大健康理念
应该贯穿全生命周期

方土：
艺术与医学，智慧是相通的

张忠德：
年轻人的中医潮
是文化的感召与传承

许钦松：
艺术提升生命质量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图/羊城晚报大健康研究院

2024大湾区健康科普大赛年度盛典暨“健识·大湾区”名家对话在穗举行——

名家名医跨界对谈

专题

中国美术家

协会顾问、广东

省文联原主席

中国美术家
协会理事、广东
省美术家协会名
誉主席

中 山 大 学
附 属 第 六 医 院
院长

梅卫义主任准备进行行冠脉造影术

著名粤剧表
演艺术家、国家一
级演员、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

人在不同阶段身体都会发
生变化，所谓悲喜自度，我们都
要学会面对各种不期而至的变
化。年轻人要有勇气，要知道人
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无论高潮
低潮、顺境逆境，都要积极面对

各种挑战；老年人要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活出真实的自我。

我感谢我的职业，从小练
功，唱念做打，就是一种运
动。我也看到很多业余票友，
唱歌跳舞，身心愉悦。希望大

家在生活中多感受艺术、热爱
艺术，艺术会为你带来愉悦，
带来新的生命力。中医智慧
既博大精深也大道至简，一口
水应该怎样喝也充满了智慧，
我也正在不断学习中。

倪惠英：
热爱艺术，会带来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