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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是世界睡眠日，今年的主题为“健康睡眠，远

离慢病”。杭城多家医院开展了宣传教育和义诊活动。浙江省

立同德医院举办多学科联合义诊，浙江省中医院中西医专家联

合讲座，而浙江医院则通过一些病例，警示大家关注睡眠健康。

钱江晚报记者走进几家医院，了解睡不着的都市人，大多

为什么原因；而临床上又有了哪些新技术可以帮助到大家有

个良好的睡眠。

29岁小伙睡觉打鼾，一夜“断气”389次
来杭打工的小廖(化名)今年29岁，体态偏胖，睡觉打鼾已

经6年多，晚上睡不好，白天也嗜睡。

去年底，小廖到浙江医院做睡眠监测。结果显示，他入睡

7 小时，呼吸暂停了 389 次，其中暂停呼吸最多的一小时竟达

58 次，最长暂停时间 85 秒，缺氧时间(血氧饱和度小于 90%)

达 4.5 小时。浙江医院呼吸科主任钦光跃说，小廖患的是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他所患的高血压有关。

钦光跃说，小孩腺样体增生、扁桃体增生可引起打鼾，中

老年人肌肉松弛塌陷可引起打鼾，还有人因为颌面部狭窄或

患鼻窦炎引起打鼾。基本治疗原则是通过每天睡眠使用呼吸

机来解决。调整饮食和减肥、加强锻炼也是一些患者治疗的

重要手段。钦主任说，如果有长期打鼾史，最好到医院做一次

睡眠监测。

瞬间穿越到海岛，听着涛声安心入眠
戴上一个VR头盔，周围嘈杂的人群、吵闹的声响瞬间消失。

你现在置身于一个宁静的海岛。一条木道通向一片湛蓝

的大海，金色的沙滩在月光下闪闪发光，青山翠绿，椰林葱郁。

耳边是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偶尔有几声海鸥的鸣叫。

过了一会，一个柔美的女声在你耳边轻轻地说，“调整你的呼

吸，放松你的身体⋯⋯”身体的某个开关仿佛被开启，哒地一

下转换到了度假模式。眼皮渐渐发沉，呼吸慢慢变缓，意识变

得模糊⋯⋯恭喜你，你重新享受到了婴儿般的睡眠。

昨日，钱报记者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体验了这种虚拟现

实睡眠障碍治疗技术。据悉，这是全国医学机构首次和 VR

技术公司合作，将虚拟现实应用到失眠的治疗当中。

同德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张震中说，以前医生

只能用口头语言向患者描绘一些场景，但口头描述远没有视

觉感受来得直接，更何况失眠患者本身情绪紧绷，就更难达到

预期的效果。VR 设计团队负责人告诉钱报记者，这些场景

都是由专业摄像师实地取景拍摄，再由技术人员制作而成

的。以后，他们还会针对不同的失眠患者开发不同的场景。

比如，工作压力大的都市上班族适合这个“月夜观海场景”；失

眠的小朋友可能更适合一些温馨的童话场景。

本报记者 张冰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应晓燕 王婷 郭俊

虚拟现实治失眠，戴着机器治打鼾

睡眠日记者走进医院
体验怎么让自己能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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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济世、杏林春暖、大医精诚⋯⋯而这些常被大家用来赞美医生的词藻，统统用在杭州

这位医生身上都不为过。

他叫柏超然，是浙江省中医院中医眼科专家、省级名中医，病人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83 岁的柏老癌病缠身，治疗期间仍坚持门诊，近来他的病痛已严重至需要靠打吗啡来缓解的

地步，但他依然不舍得离开他的病人。

昨天，钱江晚报记者跟着柏老坐门诊。从早上 7 点不到直到下午 4 点半，柏老用近 10 个

小时的时间，仔仔细细地看了17个病人，中间连午饭都没吃，水也很少喝。而所有人心里都明

白，这很可能是老人家在他最爱的省中医院当班的最后一次门诊。

身患癌症，83岁老中医仍坚持坐诊

昨天17个病人，他看了近10小时
本报记者 何丽娜 本报通讯员 于伟 文/摄

为病人检查的柏老，自己手上却带着住院的腕带。

胃癌术后仅休息一个月
就恢复门诊

昨天上午是柏老在省中医院看特需门诊

的时间。早上 7 点不到，他就早早走进了自

己的诊室，打开电灯和电脑，坐下准备开始为

患者看病。原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张珏说，他

的病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很多是患疑难眼病

的老病人，他是想多争取点时间为那些没挂

上号的病人也加号看掉。

在省中医院眼科的同事们眼中，柏老是

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之前没生病的时候，

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门诊，之后因年纪越

来越大而略有减少。直到 2015 年 10 月，柏

老在工作时莫名晕倒，经检查是胃癌晚期，手

术切掉了 3/4 个胃。“即使在这个时候，他心

里惦记的还是病人，嘱咐我们贴张纸条到他

诊室的门口，跟病人解释下为什么不能开诊，

免得他们着急。”张珏说，其实老人家一向都

是如此，平时出去开学术会停诊，都会以这样

的形式跟病人交代。

可谁都想不到的是，柏老切胃手术后只

休息了一个多月，就坚持要回来开诊，原因是

停诊期间有很多的病人找他。“我们和他家属

都很担心，劝他多休息一段时间，可他怎么也

不听，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减少他的门诊时

间。”张珏说，这一年多来，老人家前前后后数

次住院治疗，他几乎没有耽误过门诊，就像这

次这样，自己明明是个住院病人，换上衣服也

坚持到门诊来给病人看病。

快失明的女孩
随诊20年已结婚生子

“老人家看病特别的认真仔细，从问诊到

检查再到打电子处方，事事都要亲力亲为，像

他这样的大专家真的很少见。”来自临安的蔡

女士，是已经追了柏老 20 年的老病人，除了

医患之外，他们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蔡女士告诉钱报记者，1997 年时，她才

22 岁，一种名叫视神经炎的毛病差点将她彻

底打入黑暗。当时，她的视力骤降，几近失

明，在全国跑过很多的大医院，也找过坊间传

言的土郎中，吃了很多的药都不见起色。而

又因为这病的常规治疗需长期使用激素，她

整个人发胖变型、月经紊乱，更加使她陷入绝

望之中。

后来，她经人介绍找到了柏老，见面

时老人家跟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会尽

力而为”，他是真的谦虚，蔡女士吃了她的

中药 2 个月后，眼睛开始能看到一点模糊

的东西，同时也帮她将平常用的激素慢慢

减下来，然后是一直坚持治疗了 2 年，她

的视力恢复到 0.6，身材也不再像之前那

么臃肿了。

“我就这样认定了柏老，我结婚后生小孩

前也是找他调理的身体，平时眼睛一有不舒

服都来找他看。而除了看病之外，他对我们

这些病人也跟朋友一般，他清楚得记得我们

的病情，他酷爱字画，有时也会把自己的画册

送给我们，特别的平易近人。有时来看病时

下雨，他还特意嘱咐我带好伞，说感冒也会影

响我的视力。”蔡女士说。

这几次她来门诊，看到柏老消瘦了许多，

就猜想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尤其是昨天连说

话都显得特别虚弱，就诊时她也一直在为他

担忧。

带着病号腕带门诊
或许是最后一次

确实，昨天柏老的门诊很不一般，往常

一上午 20 个号子到中午 12 点总是能看完

的，可昨天到中午 12 点他才看了 6 个病人，

诊室外围着一堆候诊的病人。还有柏老的

老伴和儿子，专程把饭菜送进诊室，可老人

家却执意不吃，大声叫他们出去，“不要打

断我的思路！”

柏老的儿子柏自悦告诉钱报记者，自胃

癌手术后，老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近来

癌痛已经痛到需要打吗啡来缓解的地步，可

老爷子依然不肯停诊，说是一心看病的时候

可以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能让他感觉不那

么痛。作为子女，他们对老父亲既敬佩又心

疼，只能时刻陪在他的身边。

得知柏老诊室发生的“状况”后，省中

医院的门办主任、眼科的同事等都纷纷赶

来，一边劝老人家先停下来吃饭休息，一边

劝候诊的病人转到别的专家那儿看。得知

柏老的身体状况后，好几位老病人都流下

了眼泪，但他们都是慕名而来，还是希望能

由柏老给他们看，所以坚持在诊室外静静

等着。

后来，张珏流着泪跟钱报记者说：“柏老

看的都是疑难病，本身就比较复杂，而他知道

自己现在身体不好，生怕看错，因此每个病人

问诊时间就特别长。看着他这个样子，我们

真的是不忍心，本来商量好要强行停掉他下

周的门诊，但后来考虑到有些病人特别要求，

又放出了几个号子，至于还能不能来坐诊，就

要看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了。”

对此，作为柏老的忠实粉丝，蔡女士拿着

手机不停刷号，她说：“我一定要抢个号，即使

不是看病，来看看他也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