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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界

看病不占工作时间

市一院继续
推行“无假日医院”

市二院胸痛中心：

一年上报胸痛患者
数据4400余例

平顶山金融圈

美味龙虾季也有烦恼

吃小龙虾过敏
该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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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多泡澡
脑梗风险小

“辣”中营养知多少

如何“降服”
维生素C之王

□记者 娄刚 通讯员 王晓琼

本报讯 近期，媒体报道多起心源性
猝死事件，包括重庆万州区区长卢勇等，
年纪不算太大，外表健康，却在短时间内
突然离开人世，当真是令人猝不及防。
那么，什么是心源性猝死？记者就此采
访了市一院心内二科主任王耀辉。

夏天是猝死的高发季节

据研究报告统计，75%的猝死事件
都是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在1小时内发生
的死亡。据国家心血管中心统计，我国
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高达55万。

王耀辉说，心源性猝死是指任何心
脏病引起的死亡，发生在症状出现后一
个小时之内的，院外、急诊室内或者是到
达医院时已经发生的死亡。心源性猝死
绝大多数患者患有器质性的心脏病，主
要包括冠心病、肥厚型和扩张型心肌病、
心脏瓣膜病以及一些遗传性的心脏病，
另外药物中毒也可以引起心源性猝死。

不过，心源性猝死并不是完全不可
防范的，实际上，心源性猝死和以下现象
紧密相关：有心源性猝死的家族史；剧烈
的胸痛、胸闷、严重的心悸、大汗淋漓并
且伴有面色苍白等；与运动相关的胸痛
并且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频
繁抽烟的人群。

王耀辉说，夏季是猝死的高发季节，
相关人群要提高警惕。首先，夏天的酷
热让很多人难以忍受，人体代谢比较
快。35摄氏度的天气中，人体以排汗散
热为主，加大了心脏的代谢，血管处在扩

张状态，当出汗比较多时，血液的浓度及
黏稠度自然升高，因此容易引起血管堵
塞或电解质紊乱，诱发心脏病。

其次，夏天很多人喜欢运动，如果运
动时间过长，运动量过大，休息的时间过
短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导致心脏不规
律的跳动，在心脏收缩受阻情况下，容易
导致大脑缺血，引起猝死。

再次，天气闷热，人们的情绪波动
大，容易烦躁，这也是心源性猝死的诱发
因素。不管是患有心脏病的人群还是健
康人群，平时都应该定期针对性地去检
查，尤其是出现了胸闷、胸痛、大汗、心
慌、气短、呼吸困难的症状时要警惕起
来，这些信号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不以
为然，应该及时就医。

抓住黄金抢救时间

王耀辉表示，预防心源性猝死，平日
要多注意以下几点：1.不要熬夜。不管是
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多休
息。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心脏供血受影
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概率，尤其是老年
人，要找到适合自己作息的规律，保证睡
眠充足。2.在炎热的夏季绝对不要贪凉，
注意室内的温度，不可太低。老年人最
好不要吃冷冻的食品，以免造成血管突
然性收缩。3.饮食清淡。健康的体重能
够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而控制体重离
不开合理膳食。人们日常饮食应当保持
清淡口味，远离高脂肪、高热量食物，同
时要适量摄入富含纤维素的水果以及蔬
菜保持大便通畅。4.保持良好的心态，持
续压力大往往会诱发心脏疾病。一些年

轻人猝死就和他们长期承受巨大心理压
力有一定关系。只有健康生活，调整心
态，尽量保持高质量生活，才能远离疾
病。

此前，曾有叶县的一位患者到市一
院看病，突发心肌梗死，摔倒在3号楼大
厅，王耀辉带着医护人员跑到患者跟前
实施了心肺复苏术，医生护士轮流施救，
除颤仪及时除颤，坚持了几十分钟，终于
抢救了过来。

“心源性猝死的抢救时间是关键，但
由于条件所限，在必需的时间内对病人
实施抢救往往是很困难的。”王耀辉说，
心源性猝死中有 80%属于心律失常，
20%是属于心脏破裂或者其他的情形。
而心律失常中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心
跳太慢，另一类是心跳太快，其中心跳快
占了90%以上。心脏心率快的时候，患
者会出现室速、室颤，心脏一直处于肌纤
维的震颤中，属于无效心脏收缩，这时候
心脏是泵不出血液的，会导致脑血流的
中断。一旦大脑血流中断，人体就会处
于三个阶段，血流中断3到4秒的时候，
就会出现头晕、黑蒙；血流中断6到10秒
的时候，就会出现意识丧失、摔倒；如果
血流中断4到5分钟，这时候就会出现脑
死亡。因此，心脏复苏抢救黄金时间是3
分钟到5分钟。由于我国国家急救医师
和急救设备的急缺，在心脏骤停的黄金
时间内，专业急救人员往往无法到达现
场。因此，我们呼吁人人都尽可能掌握
一些心肺复苏技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可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同时及时
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专业救援。

夏日炎炎
警惕心源性猝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