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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专刊

本刊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合办

□记者 魏应钦 文/图

每年 10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世
界镇痛日”，中华医学会将每年10月的
第三周定为“中国镇痛周”。10月18日
上午，市医学会疼痛分会主任委员、市
第二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程振伦告诉
记者，免除疼痛是医师的神圣职责，疼
痛治疗如今已形成成熟的专业体系，
疼痛科医师运用其独特的专业技术和
理论，对各类疼痛施以特殊的治疗，使
药物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取得一般
治疗无法取得的疗效，又可以有效减
轻药物的不良反应。

程振伦表示，疼痛是一种令人不
愉快的感受，也是疾病和创伤的症状
和信息。疼痛感觉和疼痛反应在不同
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不同生
理和心理状态下的表现必然存在差
异，这就决定了诊疗手段的多种多
样。因此，综合治疗是疼痛治疗的重
要特征。大量研究表明，有效的镇痛
不仅可解除病人的恐惧心理和精神痛
楚，防止高血压、心动过速、心律失常
和心肌缺血，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
还可促进机体功能的恢复。

疼痛要去疼痛科看

程振伦说，日常生活中很多患疼
痛的病人认为哪里疼痛就去躯体部位
相关科室就诊，比如腹痛去消化内科、

带状疱疹性疼痛去皮肤科、面部疼痛
去神经内科等，其实很多疼痛类疾病
需要去疼痛科诊疗。疼痛包括头痛、
神经痛、骨关节痛、软组织疼痛、内脏
性疼痛、缺血性疼痛、癌性痛及良性肿
瘤引起的疼痛等多个方面。

“日常诊疗中，不少患者认为疼痛
门诊治标不治本，这个认识是对疼痛
门诊的最大误区。”程振伦说，目前国
内疼痛专科兴起较传统的内科、外科
较晚，甚至有些医生也不了解疼痛医
学，许多人还认为“疼痛仅是一种症
状”，很多患者疼痛很重，却很少想到
疼痛治疗。而目前二级以上的医院多
建有正规化的疼痛专科和病房，为越
来越多的患者解除了痛苦。其实，慢
性顽固性疼痛本身就是疾病，疼痛治
疗能解除病人痛苦，当然就是“治标又
治本”。

有了疼痛莫要忍

程振伦表示，治疗疼痛需要患者
坚持治疗，很多人治病心切，恨不得疼
痛一下子就能完全消除。其实，治病
需要耐心，慢性疼痛更需要耐心去治
疗。对于某些疼痛，把疼痛减轻就算
成功治疗。原因很简单，很多疾病都
是无法完全根治的，比如糖尿病、高血
压等疾病，目前没有办法治愈，只能是
把血压、血糖控制在合适的水平。疼
痛也是一样的道理，对病因无法根除

时，减轻症状就是最好的治疗。
很多人对疼痛存有不少错误认

识，认为疼痛“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
止痛药顶顶就行”，只有在痛得无法忍
受时才就诊，结果延误了病情；出现这
样或那样疼痛时，又不知该到哪个科
室医治，结果走了一大圈弯路才找对
地方，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老年人
锻炼时要避免神经被损伤而发生疼
痛，最好选择适量、柔和的运动，如散
步等。尤其是体重较重的老人，他们
的椎间盘容易受伤，要尽量避免剧烈
的运动。

程振伦说，“疼痛”是每个人一生
中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感觉，是人体
组织器官受损伤的主要信号。它作为
一种保护性信号，使人躲避危险或去
看医生。对于尚能忍受的慢性疼痛，
许多人不把它当回事，能忍就忍。其
实，疼痛不但使患者精神痛苦，劳动力
丧失，生活质量下降，长期延绵不断的
疼痛，还会使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功能
发生紊乱，免疫力低下而诱发各种并
发症，大大缩短人的寿命。世界卫生
组织已明确提出“急性疼痛是症状，慢
性疼痛是疾病”。“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是错误的方法，正确治疗方法是：
在明确病因的基础上，通过对病因的
治疗，清除炎性代谢产物，有效地改善
局部的血液循环障碍，打断疼痛的恶
性循环，达到长期完善的镇痛目的。

10月18日是世界镇痛日，疼痛专家提醒：

疼痛是种病 千万莫硬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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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上午，市二院疼痛科在门诊大厅开展义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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