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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出现左侧肢体乏力，就连行
走和抬手也很困难，家人以为爹爹是
中暑了，送到医院就医才发现竟是“脑
中风”，对此，咸安区中医医院脑病科
樊晓君表示，很多人认为冬天是脑血
管病的高发季节，夏天相对安全，但事
实并非如此。

当温度波动引起脑血管反复收缩
和扩张时，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就有可
能找上门，尤其是高龄、合并脑血管硬
化的患者，极易罹患脑卒中。

■高龄爹爹突发中风
79岁的张爹爹近日突发意识障

碍，左侧肢体偏瘫近5小时，起初，张爹
爹家属以为是高温导致老人家中暑，连
忙将他扶至空调房中卧床休息，然后，5
个多小时过去了张爹爹的左侧肢体偏
瘫症状非但未曾好转，反而说话也出现
吐词不清现象。张爹爹的家属见状，立
即将其送至咸安区中医医院就诊。

该院门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抽
血、颅脑CT等辅助检查，颅脑CT检查
结果显示，张爹爹两侧基底节区腔隙
性脑梗死，脑萎缩。门诊立即以“中风
病、脑梗死”收治入院内脑病科进行住
院治疗。

■快速溶栓助老人康复
在启动卒中绿色通道后，脑病科

主任樊晓君立即组织全科医师精心会
诊，综合老人既往所有病史、症状以及

辅助检查，考虑张爹爹是出现了急性
缺血性卒中，即急性脑梗死或脑血栓，
考虑到张爹爹高龄，又有高血压等基
础疾病，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会导致
瘫痪，给老人和家人生活产生严重影
响，樊晓君医疗团队决定立即为老人
进行静脉溶栓治疗。

“对于症状出现6小时内的急性脑
梗死病人，静脉溶栓治疗是首选治疗方
案，对于约40%急性脑梗病人在接受
静脉溶栓过程中，症状能得到明显改
善。”针对病人情况，该院脑病科樊晓君
主任医疗团队在经过综合评估后，认为
张爹爹符合静脉溶栓指征，决定立即对
其使用静脉溶栓治疗，在将必要性和风
险向患者家属讲明并排除禁忌证后，张
爹爹接受了静脉溶栓治疗。

其后，樊晓君率领医疗团队对静
脉溶栓后的张爹爹进行了密切地看
护，并精心记录了张爹爹病程变化。
经过及时、有效地静脉溶栓治疗，在溶
栓24小时后，张爹爹吐词不清和左侧
肢体瘫痪症状完全消失，实现了静脉
溶栓治疗的“满分”效果。

■及时救治是关键
樊晓君表示，脑血管病是一种世

界性的常见病，其多发性、致残性及致
死性的特点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了极
大的负担。在国内，脑卒中的发病人
群日趋增加，尤其在我国北方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

针对老人5个小时后才送到医院
诊治，樊晓君表示，脑卒中的救治效果

具有极强的时间依赖性。一旦发生脑
卒中，需要尽快到最近有卒中救治能
力的医院接受规范救治，发病3至6小
时内进行静脉溶栓，是最重要的恢复
血流的措施。

他提醒，很多人认为高温天气，脑
中风发病率较低的观点是不对的。相
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人体水分随着
呼吸、流汗、皮肤蒸发快速流失，不仅会
导致血液浓缩、粘稠度增加，更危险的
是导致血压下降，尤其是对合并脑血管
狭窄的患者而言，低血压导致的脑血管
灌注动力不足会使病情急性加重。其
中，老年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
等，还可能出现脱水现象。当体内水分
不足时，血液粘稠度上升、血流速度减
慢，就会增加产生血栓的风险。

此外，炎热的高温天气导致室内
外因空调产生温差较大的现象，对于
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来
说，忽冷忽热的气温变化会使脑血管
反复收缩舒张，造成脑部血液循环障
碍，更易引起“脑中风”。因此，高温天
气，人们更应谨防“脑中风”。

■这些误区要避免
针对部分人提出的吃阿司匹林

能不能预防脑卒中？定期输液是否能
预防脑卒中的问题，樊晓君表示，与脑
卒中密切相关的是胆固醇水平，其中

“坏胆固醇”升高，卒中风险就会增加，
因此，在抗血小板治疗，降压等治疗的
基础上，降低“坏胆固醇”可以使患者
更多获益。他汀类药物对心血管的保

护作用十分出色，目前被认为是防治
动脉硬化的基石。对于伴有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或代谢综合征等脑血
管病危险因素的动脉硬化人群，在低
胆固醇膳食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他汀
类药物治疗，可以显著降低卒中风险。
而采用输液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

脑卒中的观念是错误的。首先，拿血
黏度作为脑卒中的检测指标，缺乏科
学依据；其次，这种做法没有循证医学
证据，没有证据表明输液能防止脑卒
中的发生。无原则地输液，还可能导
致心肝肾的负担，甚至导致伴发其他
疾病，损害身体健康。

“高温天气，血管弹性较差的老年
人在内的高危人群，要注意发生脑卒
中前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如突
发头晕呕吐、出现语言障碍、单侧肢体
功能障碍、过度嗜睡等，要及时送医。”
樊晓君表示，脑卒中可防可治，市民要
提升以预防为主的健康意识，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适度锻炼、防止过度劳
累、注意天气变化、保持情绪平稳，定
期做好筛查，定期体检，做好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记者 夏咸芳

开学第一天，小新（化名）习惯性地
走到上学期自己的座位上打开书本，随
着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新学期所需要谨
记的事项时，小新却突然感觉以往黑板
上清晰的字似乎变得有点模糊起来，他
不由自主地眯了眯眼睛，黑板上的字似
乎清晰了一点，可睁大眼睛又模糊起
来。回家后，小新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妈
妈，在妈妈带领下，小新在医院接受了
视力筛查，检查结果发现，小新双眼视
力均出现不同程度地降低，需要佩戴角
膜塑形镜进行视力矫正。

对此，咸宁爱尔眼科医院小儿眼
病科主治医师孙亚萍表示，每次假期
过后，医院屈光门诊总会迎来一波就
诊高峰，配镜、换镜的高峰期也紧接而
至。因此，在忙碌的开学季，家长除了
提醒孩子们准备好各项作业的同时，
也要对孩子的视力进行复查。

■复查项目一：检查远视储备
“每年假期过后，大部分近视学生

度数会增加，增长度数多在50至75度
之间，甚至个别学生一个假期就会涨
200度。”孙亚萍表示，究其原因都是
假期里，孩子们双眼惨遭手机、电视等
电子产品的轮番地“轰炸”所致。孩子
近视后，不及时加以防控，一旦变成
600度的高度近视，就容易发生眼压
高、黄斑出血病变、白内障、视网膜裂
孔或脱落等并发症。

“12岁以下的孩子且暑假前未近

视的孩子，需要查查远视储备情况。”孙
亚萍介绍，远视储备是指正常婴儿出生
时眼球尚未发育好，眼球前后径还比较
短，眼轴大约 16mm，此时双眼处于
300度远视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眼
轴逐渐变长，远视度数在降低，一般到
12岁左右会降到0，变成正常视力。如
果远视储备消耗过快，就很容易发生近
视眼。而近视的年龄越小，往后发展为
高度近视的概率就越高。

■复查项目二：辨别真假近视
“区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可以

通过散瞳法、云雾法来进行鉴别，真性
近视是眼睛有器质性的病变，一般其
眼轴长度变长，假性近视是功能性改
变，通常眼轴长度是正常的。”孙亚萍
介绍，在近视发展的初期，部分孩子会
出现“假性近视”阶段，即长时间过度
用眼出现的视疲劳、睫状肌过度紧张、
暂时性视物不清等症状，在医学领域
称这种现象为“调节性近视”。

她表示，假性近视早期难以发现，
多数人等到视力下降明显，变成混合
性近视时才来就诊，这时已经错过了
最佳治疗时期。且孩子从“假性近视”
转变为“真性近视”的窗口期通常只有
两三个月，此时，一旦真性近视形成是
不可逆转的，虽然近视治疗的方法五
花八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药
物或治疗仪器可以治好真性近视。因
此，家长需经常关注孩子眼健康，有视
物模糊、眯眼、皱眉、歪头等现象，及时
到医院进行视力检查，建立屈光档案。

■复查项目三：检查增长度数
针对“已经近视的孩子，到底每年

增长多少度才正常？”这一疑问，孙亚
萍表示，一般近视，如果是成年人，相
对比较稳定，度数可能不增加；如果是
青少年儿童，由于他们正处于身体的
发育期，眼轴会随着身体发育增长，如
果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近视，一年增加
50至100度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如果
用眼不当，有可能会出现一年增加
200度，甚至更高。其中，8至12岁的
孩子，近视度数增长会特别快；如果是
病理性近视，即使成年以后，每年还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度数增加，每年增加
50度比较常见。

“出现近视后，一定要养成良好
的用眼习惯，积极增加户外活动，才
是最重要的。”孙亚萍提醒，一旦发
现孩子近视，家长应带领他们到正
规眼科医院进行规范矫正，积极防
控，比如佩戴框架眼镜矫正，或者采
用角膜塑形镜治疗，目的就是控制
近视进一步加深，才能防止向高度
近视眼发展。

■复查项目四：高度近视查眼底
针对高度近视的青少年儿童，孙

亚萍提醒家长，至少每年要为孩子检
查一次眼底情况。

孙亚萍表示，高度近视指屈光度
通常都在-6.00D以上，由于高度近视
患者通常会发生玻璃体混浊、黄斑变
性、并发性白内障、原发性视网膜脱离
和开角型青光眼等多种并发症，所以

高度近视需要进行多项眼底检查，才
能全面了解患者的情况。

因此，针对高度近视患者，除了关
注近视的进展，还要检查孩子眼睛的
色觉能力、立体视觉等发育是否正常，
筛查斜视、弱视等异常状况，一旦发现
孩子视力有异常，须及时干预。这些
异常状况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治疗，可
能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甚至导致
终生视力残疾。

■开学后护眼：这些习惯要养成
孙亚萍支招：开学后，家长要多带

孩子进行户外活动，提醒他们保持正
确的读写姿势，始终坚持“三个一”，即
眼睛离书本一尺（约33cm），胸口离桌
沿一拳（约10cm），握笔的手指离笔尖
一寸（约 3cm），且读写连续用眼时间
不宜超过40分钟的好习惯，帮助孩子
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教会他们遵
循20-20-20法则，即每近距离用眼
20分钟，向20英尺（6 米）外远眺，保
持20秒或更长时间，并提醒他们保证
充足睡眠，让眼睛得到定时休息，维持
眼睛的正常生理功。

咸宁爱尔眼科医院提醒

新学期，视力检查这项“作业”不能忘

咸安区中医医院提醒

高温天“脑中风”更加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