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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馆

天气越来越冷，各大医

院的抢救室里却显得热火朝

天，这几天，杭州心脑血管医

生们的朋友圈主题，也基本

围绕着“手术”和“抢救”。

钱江晚报记者在几家医

院的神经内科、心内科打听

了一圈，发现病房里挤进了

一大拨脑梗、心梗病人，他们

都是被急剧降温的天气击倒

的，最夸张的是，神经内科病

房近七成都是脑梗患者。

这一波病情堪比前不久

击倒孩子们的流感病毒，哪

些人最容易得病？该怎么保

护好自己的心脑血管？杭州

几大医院的专家一起为大家

支招。

晨练老太出门晕倒，高血脂小伙聚餐时猝死

降温生猛，医院心梗、脑梗病人爆满
本报记者 张苗 何丽娜

本报通讯员

宋黎胜 于伟 王回南

神经内科病房
7成是脑梗病人

从病人数据上就能看出，这次降温到底

有多危险。

脑血管病人：

在今年的10天时间里，省人民医院接诊

了脑血管意外病人30多名，浙江省中医院收

治了20多位脑梗患者，两家医院的神经内科

病房里，近七成患者与脑血管病相关，病人以

老年人为主。

心血管病人：

这 10 天里，邵逸夫医院救治了 18 例心

梗患者；省中医院抢救了3例心梗患者；杭州

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抢救了7例心梗病人，1月

10日当天就抢救了2例。

据专家们介绍，以前心梗患者多是老年

人，现在则是跨越了各个年龄段，30 多岁的

年轻患者也经常能碰到。

走路盯手机
脑血管突然“爆裂”

“大家都在盼下雪，而我们正忙得昼夜不

分。”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生刘

芳感叹道，天气变冷，医院收治的中风病人明

显增多，且患者明显低龄化，40 到 50 岁的中

年病人不少。

病人中有“低头一族”的冯大伯，他喜欢

用手机看新闻、玩游戏、买东西，总是机不离

手、乐此不疲。

几天前的下午，冯大伯在马路上迎着寒

风边走边盯着手机。突然间，他像被沉重一

击般，脸色骤变，行走困难，需要搀扶，大伯口

齿不清地说右边手脚已麻木。

身边的人赶紧把他送到省人民医院，医

生一量血压，已飚至 180/105mmHg，马上

做急诊头颅 CT 检查，结果发现冯大伯脑内

有个血肿，原来他因血管破裂致脑出血，急诊

医生马上给冯大伯降压等一系列治疗。万幸

的是，由于及时控制血压，冯大伯脑血肿没有

增大，治疗后症状也在逐渐好转，但还需要卧

床静养，直至出血吸收为止。

被天气击倒的还有喜欢晨练的吕奶奶，

尽管天气转冷，吕奶奶还执意一早出门锻炼。

元旦那天，她出门不久，突然觉得右边手

脚没力气，站立不稳，很快向右边跌倒，嘴巴

歪向左边，家人紧急将其送入医院。

头颅 CT 显示吕奶奶患上了脑梗死。因

送到医院就诊在发病 3 小时以内，急诊医生

对吕奶奶进行了静脉溶栓治疗，之后继续住

院治疗。由于早期就进行了药物溶解血栓治

疗，吕奶奶部分缺血的脑组织被抢救过来，症

状改善明显，经后续治疗约1周，目前老人已

在病房行走自如。

“刚刚还在下沙院区抢救一个猝死的年

轻人。”邵逸夫医院心内科主任傅国胜说，小

伙子今年只有31岁，可他心脏左边血管完全

闭合，右边也只有很狭窄的通道，“他天天和

朋友吃饭喝酒，又喜欢熬夜，身体比较胖，血

脂高，天气突然变冷，血管就受不了了。”

寒冷天气
为什么是心脑血管最受伤

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耿昱介

绍，除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等基

础疾病的人群，中风的发生率高以外，一些中

青年朋友因工作和学习压力比较大，生活节

奏快，再加上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如熬夜加

班、玩游戏等，无形中又给身体添加一些压

力。有的人因此就会有一些轻度的高血压，

或经常头昏、脑胀，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

了脑血管意外，也就是中风。

“我们最近收治的病人中就有一位才 38

岁，一问病史才知道，平时抽烟比较凶，一查虽

没有‘三高’，但胆固醇已高出正常值许多。”杭

师大附院心脏中心主任杨德业说，一般人在

30 岁以后血管内膜就开始出现脂纹，就是脂

肪在血管中的沉积，然后在抽烟、不爱运动等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作用下，“三高”、肥胖、高

胆固醇等冠心病危险因素都早早地盯上年轻

人，如果再不重视起来，不管不顾超过10年，

一半会发生冠心病，严重的则会发生心梗。

在傅国胜看来，年轻人得了心梗之后，愈

后效果比老年人要更差，“老年人的血管是慢

慢老化、堵塞的，而年轻人的血管还没有建立

预防防御机制，发生心梗时，就是大面积、很

彻底的心肌缺血，所以生活习惯不好的年轻

人，一定要趁早改掉坏习惯。”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老中医是这样保养的

“天气一冷，脑血管意外便高发，像那些

有‘三高’、颈动脉斑块、房颤以及肿瘤的人要

特别注意。最近这段时间要关注血压的波

动；晚上睡觉之前建议喝一杯水，可以适当降

低血液黏稠度；要做好保暖，尤其是颈部和

脚，中医认为，脚热有助于阳气的运行，防气

滞血瘀；早睡晚起，像平时习惯晚上 11 点睡

觉的人，可以适当提前至 10 点，即使早起也

不要太早出门。”省中医院神经内科的王珏副

主任医师告诉钱报记者。

王珏医生向钱报记者透露了省中医院那

些老中医们养生保健的一个做法，就是用三

七、西洋参、铁皮石斛按照各 1/3 的比例磨

粉，没有基础疾病的人一天服用 5~6 克，而

有“三高”的人可以适当提高至 6~9 克，直接

兑水口服或是加进早餐的粥里都可以。

另外，如今市场上辅酶 Q10 备受推崇，

这东西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到底有没有帮助

呢？省中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邱原刚告诉钱

报记者：“理论上，辅酶 Q10 是呼吸链中的一

种辅酶，可以促进氧的传输。临床上，有些病

人长期在吃，其中有一位患者，原先一直有胸

闷，吃了几个月之后，自我感觉说是舒服多

了。我们可以理解为，作为辅助措施，辅酶

Q10 对于某些病人来说在缓解症状方面可

能会有一定作用，但原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

以替代规范的治疗。”

省人民医院医生挑灯夜战施行

介入取栓手术。

本报讯 能“读懂”呼吸的机器、3D 打印

高强度人工骨、能检测二氧化碳的针管⋯⋯

一批来自临床医生的创新项目脑洞大开，有

望应用到临床。钱江晚报记者从举办此项活

动的浙医二院了解到，六个创新项目获奖，主

力研究者平均年龄刚刚超过30岁。

全国著名心血管专家、浙医二院院长王

建安教授表示，在如今这个创新时代，各种研

究成果遍地开花。如何回归到病人本身，并

与临床应用相对接，是医疗工作者在创新中

需要思考的问题。

能“读懂”呼吸的机器通过无线连接所有

呼吸机，连续采集患者呼吸相关波形和参

数。并运用人工智能的方法，辅助医生进行

机械通气治疗方案的调整，让患者的呼吸更

协调。该创新项目由临床医学工程部工程师

张华青研发。

再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图景：一个骨缺损

的患者来到医院，做完各项检查后，一台 3D

打印机开始运作。经过 CT 扫描、三维模型

重建、材料合成、支架制造等环节，3D打印机

为患者个性化定制出独一无二的人工骨。

这是浙医二院骨科严世贵教授团队成员

刘安医生在介绍“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人工

骨研究”时设想的情景，该项目获得此次创新

大赛二等奖。目前，团队已经在兔子的下颌

骨上做了实验，效果良好。3D打印人工骨材

料通过前期研究测算，可比市面上骨移植物

产品便宜50%以上。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鲁青

浙二创新项目脑洞大开，有望应用到临床

王珏医生在为病人做神经功能检查。 本报通讯员 于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