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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胜有声最能见真
功。超声波是听不见的，胎
儿也无法言语，但作为这世
上最早“见”到宝宝的人，超
声科医生却于无声之处，集
毕生所学努力用探头和宝宝

“交流”，替他们“发声”。
默默无闻最考验定力。

作为常年隐于幕后的“神秘
人”，超声科医生不为大多数
人所知，却始终肩负着“医生
的第三只眼睛”之重责，不放
过哪怕再微小和隐蔽的疾
病。

多看一眼，是他们对患
者的温柔；多留一份心，是他
们对患者的承诺。从医十五
载，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
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超声
诊断科副主任医师李亚珂看
来，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
只有心怀热爱、肩负责任才
能对得起患者和家属沉甸甸
的信任。

怀揣“热爱”回归家乡

2007年，李亚珂从郑州
大学医学影像学专业学成毕
业。当时正值影像医学方兴
未艾，诸多省级医院向李亚
珂抛去“橄榄枝”，但他却义
无反顾选择了回归家乡，成
为总医院超声诊断团队的一
员。

“希望回到家乡，用自身
所学为父老乡亲做些贡献。”
李亚珂朴素愿望的背后，是
十五年如一日默默在超声诊
断领域的坚守。5400余个日
日夜夜，几乎没有周末和节
假日，李亚珂将对医学的热
爱全部播撒在一方诊室中。

“细心、耐心，有责任心。”科
室主任时贵阁非常欣赏李亚
珂的踏实肯干，在手把手带
教的同时，不断影响着李亚
珂在超声诊断领域进行“广
而宽夯实基础，精而专学科
带头”的探索。

2014 年，李亚珂接到了
前往解放军总医院进修的
安排。他格外珍惜这次学
习机会，不断敦促自己在最
短时间内掌握所学。为了
学得更多，他甚至把时间掰
成“三份”，进修的同时联系
了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儿童
医院的超声诊断专家，同期
进行心脏超声和儿童超声
的学习。

“影像专业知识是永远
学不完的，作为一名超声科
医生，必须要去掌握最新的
技术。因为你的技术过硬，
就意味着患者多一分希望。”
时至今日，李亚珂依然坚持
站在技术“潮头”，只要超声
领域有了新技术，他求知的
脚步就不会停歇。十五年
来，李亚珂见证了总医院超
声诊断科的跨越式发展，也
实现了自身的飞速成长。现
如今，在全面掌握超声诊断
知识的基础上，他已成为总
医院超声诊断科心脏超声、
妇科产前筛查、胎儿心脏超
声、经食道超声心动图等多

个领域的核心带头人。

最慢的检查背后是
“关爱”

超声检查很慢，候诊时
间长，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
感受。尤其是产前筛查和胎
儿心脏超声检查，候诊区常
常排起长队。但是因口碑相
传，选择总医院进行产前筛
查的宝妈们络绎不绝，她们
中有不少是慕名来找李亚珂
检查的。

“如果没有李医生，我的
孩子可能就见不到这个世界
了。”41岁得子的刘萍（化名）
直言，李亚珂是她生命中的
贵人。

3年前，历尽千辛经试管
婴儿成功怀孕，刘萍不敢有
一丝放松。她知道，怀孕只
是漫漫求子的第一步。她的
第一次试管婴儿之路在排畸
筛查中戛然而止，因胎儿患
有复杂心脏畸形，她不得不
忍痛引产。所以，刘萍对这
次孕期筛查格外敏感和焦

虑。
李亚珂手持探头反复扫

描，眼睛专注地盯着电脑屏
幕，采集并观察每幅图片的
变化。“初步排查，孩子有一
个小的室间隔缺损。”李亚珂
的话音刚落，刘萍就情绪失
控：“医生，怎么回事？难道
这个孩子又要不成吗？为什
么啊？”

眼看刘萍的情绪处于崩
溃边缘，李亚珂连忙安抚她，
然后进一步从专业角度解
释，“室间隔缺损虽然是胚胎
发育不全的一种，但要根据
缺损情况进行进一步判定，
同时排除其他畸形。从筛查
情况来看，胎儿室间隔缺损
约 1 毫米，并无其他畸形并
存……”李亚珂耐心解释足
足 1 个小时，他的专业和耐
心让刘萍重新树立了孕育的
信心。

平稳度过孕期后，刘萍
顺利产子。这位高龄宝妈带
着来之不易的孩子，成了李
亚珂的忠实“粉丝”。在李亚
珂的耐心帮助下，刘萍陪伴

孩子顺利完成了治疗，最终
迎来了健康人生。

“这样的仔细和认真贯
穿着李亚珂工作的每一天。”
李亚珂的同事介绍，产前筛
查和胎儿心脏超声检查极度
需要医生的耐心，李亚珂平
均每天都要采集上千张图
片，也常常盯屏幕到头昏脑
涨，他始终不敢有一丝松懈。

做有“爱心”的“超人”

因为不忍心看着孕妇在
候诊区排长队，加班加点就
成了李亚珂的工作常态。从
早上坐到检查室开始，他就
不敢喝水，也很少能按点吃
饭，只能拼命挤压自己的时
间来保证工作效率和质量。
这一切李亚珂并没有怨言，
对超声医学执着的爱让他觉
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正
是这样的职业成就感支撑他
一路向前。

2016 年，李亚珂和科室
团队一起率先在我市开展经
食道超声心动图检查，为临
床医生排除心血管脏内血
栓、评估心脏结构提供了一
个更直观精准的方法，实现
了超声医学二维诊断的心脏
超声检查新突破，为心脏疾
病的诊断开阔了新视野。

不求闻达于天下，只求
无愧于心。对超声医学的热
爱和钻研让李亚珂总是不计
回报。支援新疆全民体检的
专家队伍、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一线团队、基层医院的
对口支援……总能找到李亚
珂忙碌的身影。

“初心+细心”方显“仁
心”。在李亚珂看来，不断提
升专业技能只是一方面，心
怀善念和感激，真正将患者
放在心上才能做好患者的健
康守门人，尽心尽力保障母
婴和每一位患者的健康。

（李莹）

用爱心“扫描”生命
——记总医院超声诊断科副主任医师李亚珂

李亚珂（前排）和团队正在进行会诊 张文霞 摄

生活中，我们常听到“过午
不食”的说法，有人说它不仅有
助于减肥，还能延年益寿。但
是，“过午不食”真的健康吗？
每个人都能尝试吗？来听听权
威专家怎么说。

“过午不食”不适合普
通人

“很多人会认为‘过午不
食’的做法很健康、能减肥。科
学地讲，‘过午不食’并不健康，
更不适合普通人。一日三餐的
进餐模式是人类在不断进化过
程中形成的，符合人类的正常

生理需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
师丁冰杰表示，胃部食物4至6
小时左右排空一次，三餐一般
是每隔4至5小时左右进食一
次，这样既让人没有饥饿感，又
能保证营养物质对身体各器官
的供应。“过午不食”的进餐方
式会使胃部至少 18 个小时处
于空虚状态，而胃酸却在持续
分泌并且在夜间分泌量达到高
峰。胃内没有食物中和胃酸，
就有可能刺激损伤胃黏膜，导
致胃炎、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
溃疡，出现烧心、胃部疼痛等症

状。

这几类人群尤其不适
合“过午不食”

丁冰杰介绍，晚餐摄入的
能量一般是一天摄入总能量的
30%至 40%，是一日能量和营
养素的重要来源。佛家或者修
行者会采用“过午不食”的进餐
方式，他们一般都是过着早睡
早起、清心寡欲的生活，“过午
不食”本身就是他们的一种修
行。“从营养角度来讲，不推荐

‘过午不食’。现代人生活节奏
快，盲目采用‘过午不食’，将造

成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长期
下去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头晕、
抵抗力下降、肌肉减少、情绪问
题等，严重影响健康。”丁冰杰
提示，糖尿病患者、胃肠疾病患
者以及老年人群尤其不适合

“过午不食”的进餐方式。

“过午少食”才健康科学

“目前，有些研究证实间歇
性禁食对健康有益处，如8∶16
间歇性禁食，与‘过午不食’类
似，就是一天8个小时内可以
吃东西，其余16小时不吃。但
这些方法本质上不同于‘过午

不食’，并且这些方法需要在医
生的指导下完成，不可盲目自
行实施。”丁冰杰说。

丁冰杰建议，即使对于想
要减肥的人群，也要三餐均匀
地减少食物摄入，而不是采用
极端的进餐方式。即便通过极
端的进餐方式“成功”瘦下来，
也是暂时的，反弹的概率会更
大。想要健康，科学的做法是

“过午少食”，即将一天的大部
分能量和营养摄入放在早餐和
午餐，晚餐少吃、早吃，且保持
清淡饮食。

（闫妍）

“过午不食”是真减肥还是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