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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健康关注

本报讯 6月16日下午，平顶山市第二人民
医院（以下简称市二院）在门诊楼4楼多功能厅
召开了高血压达标中心线上核查协调会。

市二院院长杨振民、副院长孟凡杰，高
血压达标中心认证负责人孙鸿彬、宗雪梅，
医教部主任段玉龙、副主任张锐，相关核心
科室主任、信息联络员，相关行政科室主任
及宝丰分院、湛河分院、新华区人民医院等
卫星医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孙鸿彬介绍了高血压达标中心
网评要求与核查流程。宗雪梅介绍了高血
压达标中心创建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孟
凡杰安排布置了高血压达标中心网评迎检
工作分工。

杨振民在讲话中指出，在高血压达标
中心建设过程中，该院从高血压患者的知
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等治疗方面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培训，大大提高了高血压患者治
疗的规范性、依从性，为医院高血压患者建
立了一个规范的治疗、管理平台，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接下来，各相关科室要相互协
作，时刻以患者为中心，做好各项工作，争
取早日通过国家认证。

据了解，高血压达标中心是中国心血
管健康联盟开展的继胸痛中心、房颤中心、
卒中中心、心衰中心后的第五大中心建设，
旨在加强高血压规范治疗，提高高血压的
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最大限度地降低
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总体风险。 市二
院于2019年申请成为高血压达标中心建设
单位，之后做了大量工作。目前，该院提交
的建设材料已经通过高血压达标中心总部
办公室初审及三位专家网上评审，进入认证
核查阶段，由于疫情持续影响，高血压达标
中心总部最后定于7月22日对该院进行线
上核查。为了迎接线上审核，该院召开此次
大会，总结以往工作，找出差距和不足，通
过整改与努力，争取一次性通过国家认证，
为高血压诊治作出更大贡献。 （李莹）

市二院召开高血压达标
中心线上核查协调会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痛风是一种常见的难治愈性疾
病，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近日，市一院中
医一科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案，治好了一位痛
风急性发作的患者，可谓急病慢治显奇效。

今年52岁、家住鲁山县的周先生患痛风
性关节炎5年，关节肿痛反复发作，吃了很多
药效果不佳。最近，周先生的痛风急性发
作，左膝关节肿痛越发明显，走路困难，口服
消炎止痛药仍未见好转，便在亲戚的介绍
下，找到市一院中医一科主任张聚府问诊。

入院时，张聚府结合症状考虑周先生
为湿热质、湿热蕴结症，宜补脾益肾、化瘀
通络，于是为患者量身定制了治疗方案，用
定痛汤缓解症状，每日使用防风、独活、当
归、红花等药物煎煮外洗，并指导患者选取
阿是穴、足三里、三阴交等病变部位进行穴
位治疗，每日查房时耐心给予指导辨识低
嘌呤饮食。经过一周的治疗，周先生病情
得到有效控制，称“整个人都感觉舒服多
了”。出院后，中医一科对周先生进行多次
回访，他表示，关节疼痛明显减轻，没有再
急性发作过。

据张聚府介绍，慢性痛风急性发作病
情稳定后，在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另一个
重点是要注意调养，养治结合，才可以达到
预防复发甚至完全控制不再复发的目的。
中医一科开展的中医个体化养生遵循中医
辨证论治的整体观念，结合患者的年龄、体
征、详细病史、体质因素和季节气候等不同
特点，制定出一套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精
准化养生方案，可达到多种功效：使老年人
修正身体状态，阴阳动态平衡，胃肠运化趋
佳；使慢性病人减轻发作症状，减少发病次
数，提高生活质量；使亚健康人群脾胃中
和，大小便协调，身体健康。

目前，中医一科医疗团队除了病人入
院期间为其进行专业治疗外，还会根据患
者出院时的情况提供日常用药指导和情
志、运动、起居、饮食调节以及针灸、耳穴、
经络疏导等中药个体化养生治疗方案。

患者痛风急性发作

市一院中医
急病慢治显奇效

以往的研究证明长时间睡眠抑制会不
可避免地导致动物过早死亡，为了找到睡
眠剥夺致死的机制，大部分研究者都把精
力放在了大脑的相关研究上，毕竟大脑是
控制睡眠的主要器官。然而，在对大脑的
研究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研究人员发现有
用的线索。

林敏介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中，
为了找到动物不睡觉就会死亡的原因，研
究人员选择了果蝇作为实验对象。这是因
为果蝇的基因和人类非常相似，并且，果蝇
的生命周期较短，也适合进行观察。

发现了持续睡眠剥夺的动物肠道内会
蓄积ROS，进而诱导动物过早死亡，那么，人
为清除或中和这些氧化物，是否可以延长
动物的生命呢？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找到数十
种能中和ROS的抗氧化物，通过给果蝇补

充这些抗氧化物，研究人员发现，睡眠剥夺
的果蝇具有了正常或接近正常果蝇的寿
命，同时，正常果蝇补充了这些物质后，寿
命没有任何变化。

也就是说，这些抗氧化物能够延长睡
眠剥夺果蝇的寿命，且不会带来其他影
响。研究人员还通过基因调控，促进果蝇
肠道或大脑中抗氧化酶的表达，结果发现，
肠道抗氧化酶过表达可以有效延长果蝇的
寿命，而大脑抗氧化酶过表达则没有明显
影响。

储卫华表示，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肠
道中ROS蓄积在睡眠剥夺导致的死亡中起
到了核心作用，而且还提示，吃抗氧化食物
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不足带来的健康问
题。

“通过中和氧化物，降低肠道内氧化应
激，可以抵消睡眠不足带来的危害，延长失

眠动物的寿命，这主要是通过补充抗氧化
剂来实现的。值得一提的是，现有研究表
明，有不少益生菌具有抗氧化活性。”储卫
华说，深入研究肠道菌群与睡眠调节的相
关途径和作用机制，无疑对睡眠障碍的治
疗提供了新思路。

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尽管这些研究
揭示了睡眠障碍与肠道菌群可互相影响，
但研究人员还是没能弄清楚为什么睡眠
不足会导致肠道内的 ROS 蓄积以及为什
么会如此“致命”。目前为止，由于肠道与
睡眠障碍关系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睡眠障碍是如何影响肠道变化的具体
机制还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还缺乏大规
模针对失眠与肠道问题的临床实验研究，
因此，未来可能需要对脑肠轴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

（过国忠 刘廉君）

抗氧化物可缓解负面影响

担心长期熬夜猝死？
照顾好肠道也许能“幸免”

此前，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呼吸中心发布
的《中国睡眠质量调查报告》显示，在覆盖全
国所有省份的10万个被调查者中，16%存在
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的问题；有83.81%的
被调查者经常受到睡眠问题困扰，其中入睡
困难者占25.83%，浅睡眠者有26.49%。

在专家看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社
会竞争压力的增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熬
夜已成为生活中的一种新常态。但是，经常
熬夜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危害。

长期从事肠道益生与疾病研究的中国
药科大学副教授储卫华告诉记者，熬夜会导

致肠道产生大量氧化物，活性氧（ROS）因此
在肠道中蓄积。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
二人民医院林敏博士解释，ROS是生物体有
氧代谢产生的一类活性含氧化合物的总称，
主要包括过氧化氢、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
等。

储卫华说，ROS会大量破坏DNA以及
细胞的其他成分，摧毁基于肌肤弹力的胶原
蛋白和弹性蛋白，从而引起皱纹、松弛。

“ROS也会刺激色素细胞产生大量黑色素，
继而产生黄褐斑、蝴蝶斑等；ROS还会摧毁
细胞膜，使细胞不能从外部吸收营养，继而

导致细胞死亡，使组织器官衰老甚至诱发心
血管疾病、神经性疾病及肿瘤等200多种疾
病。”

机体细胞通过多种途径维持ROS产生
与消解的动态平衡。近年的研究揭示ROS
参与细胞正常的生理过程，与细胞的增殖、
分化及凋亡密切相关。“睡眠不足、昼夜节律
失调会导致肠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菌群失
调，导致ROS在肠道的累积（尤其是小肠），
引起氧化应激和细胞损伤，这是导致机体代
谢功能紊乱和进一步诱导猝死的关键。”林
敏说。

熬夜已成生活中的新常态

专家介绍，睡眠是人类以及其他动物
生命活动的基础，科学家长期以来都在研
究睡眠，试图深入了解睡眠的奥秘，但至今
仍有许多关于睡眠的秘密无法解开。众所
周知，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睡眠，会产生一系
列严重的后果，包括罹患慢性睡眠障碍、心
脏病、Ⅱ型糖尿病、癌症、抑郁症等多种疾
病。

记者了解到，早在1983年，就有美国学
者通过对大鼠进行研究发现，长期的睡眠
剥夺会造成动物死亡。随后，科学家们进
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索，但始终未能发现
动物不睡觉就会死亡的确切原因。

“近年来，随着微生物组学与肠道宏基
因组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肠道参与了
多种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也发现
肠道能影响大脑的活动，甚至可以通过脑
肠轴与大脑相互作用。”林敏解释说，脑肠
轴是指人体内由大脑、肠道共同构成的系
统。大脑、肠道互相以荷尔蒙和神经信息
的形式进行沟通，共同调节了人的情绪反
应、新陈代谢、免疫系统、大脑发育与健
康。

睡眠是由大脑调节的一个重要生理过
程，有研究者发现肠道尤其肠道菌群可能
是睡眠机制的关键调节者。林敏介绍，肠

道参与了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过程，还通
过神经、内分泌、免疫和代谢等途径，调节
睡眠觉醒机制。多数研究认为，肠道菌群
对睡眠的调节是通过脑肠轴内多种途径的
综合作用实现的。

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院长陈永泉教授
表示：“以往的研究认为熬夜引发的猝死与
心血管疾病有关，比如原本就有某些心血
管疾病的人在熬夜后会突然发生意外。但
近来发现，一些发生猝死的年轻人生前并
没有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哈佛大学医学
院的上述研究颠覆了对猝死原因的传统认
识。”

肠道菌群扮演关键角色

睡眠不足、昼夜节律失调会
导致肠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菌
群失调，导致活性氧在肠道的累
积，引起氧化应激和细胞损伤，
这是导致机体代谢功能紊乱和
进一步诱导猝死的关键。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细胞》上的研究报告称，来自哈
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
研究发现，长期熬夜致死，问题
不在大脑或心脏，而是在肠道。

长期熬夜之所以会引发猝
死，是源于氧化物在肠道内的
蓄积。而且研究人员通过实验
进一步证实，通过主动清除动
物肠道内的氧化物，即使长期
熬夜，其寿命也和保持正常作
息的动物没有差异。这份研究
报告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
注。那么，氧化物在肠道蓄积
为何会引发人猝死？该研究与
以往熬夜致死原因的认知有何
不同？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国
内相关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