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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宵店老板血糖飙升
走进基层卫生服务中心

高明（化名）是一位在杭州经营夜宵店的老板，生活节

奏日夜颠倒，白天休息，夜晚忙碌。然而，一次偶然的餐后

血糖检测，竟发现血糖值高达23mmol/L，最终被确诊为糖

尿病。通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后，高明觉得效果并不理

想，于是听从朋友的建议，前往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寻求帮助。

在基层医疗机构，中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居多，但近年也

有像高明这样的年轻患者出现。面对这一趋势，基层医疗机

构在糖尿病防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杭州市西湖

区翠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嘉宁介绍，基层医疗

机构布局在小区内，贴近居民，签约医生团队能够定期开展

随访，便于管理。通过体检，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及早发现潜

在的糖尿病患者，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高明便是受益者。在翠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科的徐丹平主治医师发现，高明没有规律用药，导致血糖

控制不理想。通过一个月的规律治疗和随访，高明的糖化

血红蛋白数据从12%降到了8%，效果还不错。

王嘉宁坦言，防控糖尿病面临的最大难点是一些居民

的依从性较差，防控意识虽然有所提高，但仍不够重视。

为此，基层医疗机构正在探索更多创新方法，如开设体重

管理门诊，结合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体

重管理。此前，一名患者在体重门诊治疗一个多月后，不

仅体重减轻了近10斤，血糖也明显下降。

糖尿病症状越来越不典型
年轻人常常易忽视

42 岁的倩倩（化名）在拿到体检报告时，有些难以接

受：空腹血糖竟然高达 14mmol/L，最终被确诊为糖尿病。

倩倩身材中等，BMI 指数正常，从未想过自己会患上糖尿

病。去年开始，她感到有些异常，口渴、小便频繁，但体重

并未明显下降，食欲也未大增。

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的俞灵莺副主任医师解释，糖尿病的症状通常包括口干、

多饮、多尿、消瘦、乏力和视力下降等，但现在的糖尿病症

状越来越不明显、不典型。如果体检中发现空腹血糖稍

高，就应引起警惕，这可能是糖尿病的预警信号。

倩倩的病例并非个例。糖尿病的发生与环境、心理和

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部分患者40岁前就诊断为糖尿病，

往往有家族史。俞医生建议，有家族史的患者应进一步做

遗传学检查，评估是否患有单基因糖尿病，因为不同类型

的单基因糖尿病，治疗方法和预后各不相同。

关于基因和环境因素如何影响糖尿病，俞医生指出，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

巨大变化，私家车普及、家务劳动

被机器替代，导致体力劳动大幅减

少。同时，食物丰富多样，餐饮店、外卖食物往往高

油高糖，各种因素导致摄入能量容易超标。此外，现

代人工作压力大，情绪波动频繁，还喜欢熬夜玩手机，这些

都是糖尿病的潜在诱因。

为了预防糖尿病，俞医生建议平时多参加集体活动，

如户外运动，多与人交流，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她推荐

每天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如跑步、骑自行车或游泳，适

当进行抗阻力运动，以增强肌肉力量。在饮食方面，应参

考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推荐新鲜健康的食材，避免加工食

品，多吃绿色蔬菜，选择新鲜水果，注意碳水类、蛋白质和

脂肪类食物的搭配。

倩倩在确诊后感到十分焦虑，担心要一辈子吃药或打

针。俞医生说，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药物干预，

一部分患者的病情是可以逆转的。而且越早干预，用药越

少，并发症也越少，还能节约医保费用。

低龄儿童患糖尿病
家长应助其养成好习惯

糖尿病似乎总是与成年人相关，然而近年来，低龄儿

童患糖尿病的病例却屡见不鲜。2 岁 8 个月的小泽（化名）

突然变得贪吃贪喝，还频繁跑厕所。几天后，小泽出现了

呕吐，体重也明显下降。家人连忙带小泽前往杭州市临平

区妇幼保健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小泽的血糖竟高达

31.8mmol/L，最终被确诊为儿童Ⅰ型糖尿病，并已出现酮

症酸中毒。

经过48小时的紧急救治，小泽的病情才逐渐稳定下来，

但遗憾的是，他今后每天都需要注射胰岛素来维持生命。

就在小泽出院仅仅一周后，临平区妇幼保健院儿科急

诊又接诊了一例年仅 3 岁 5 个月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儿

小琦（化名）。小琦精神状态不佳，喝水较多，家人晚上才

发现孩子的异常。

低龄孩子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临平区妇幼保健院

儿科主任余升副主任医师分析道，许多家长误以为孩子能

吃是福，但这种观念往往会给孩子的身体带来沉重负担。

儿童Ⅰ型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其高发与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密切相关。

儿童糖尿病主要分为Ⅰ型和Ⅱ型两种。Ⅰ型糖尿病

患者因缺乏胰岛素，血糖极高，发病较急，若不及时治疗，

可能因高血糖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而危及生命。其发病

与病毒感染、环境变化、自身免疫及围产期因素等相关，患

者需终身接受胰岛素治疗。而Ⅱ型糖尿病患者则多为食

欲旺盛的“小胖墩”，由于肠胃吸收糖分过多，胰岛素负担

过重，导致血糖升高。Ⅱ型糖尿病通常有家族遗传倾向，

若孩子超重或肥胖，且家族中有糖尿病患者，或母亲孕期

曾患糖尿病，应高度警惕。

为预防儿童成为“小糖人”，余升医生建议家长在日常

生活中应避免过分宠溺孩子，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减少甜食、油炸食品和含糖饮料的摄入；同时，增加户

外运动，保证充足睡眠，提升免疫力。此外，定期带孩子进

行健康体检，以排除基础疾病隐患，也是预防儿童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的重要措施。

餐 后 血 糖 值 竟 高 达

23mmol/L！ 38 岁 的 高 明

（化名），最终被确诊为糖尿

病。在尝试了一段时间的药

物治疗后，他因感觉效果不

佳，在朋友的推荐下，前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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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西湖区翠苑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全科门诊继续求

治。

在大医院，类似的年轻

糖尿病患者更是日益增多。

11 月 14 日是“世界防治糖尿

病日”，作为严重影响我国居

民 健 康 的 四 大 类 慢 性 病 之

一，糖尿病的防治工作备受

关注。为此，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 14 个部门已联合发布

了《健康中国行动——糖尿

病 防 治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4 年~2030 年）》，逐步

推进糖尿病防治工作，减少

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引发的

死亡和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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