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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霞

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它的并发症。如果出现并发症时，你
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那岂不是
更可怕？11 月 14 日，“联合国糖尿病
日”，记者走进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
代谢科，正在这里住院的糖尿病人老
王聊起他的治病经历，感叹道：“我得
了糖尿病也不知道，并发症差点要了
我的命，现在心脏搭了十根桥。”

老王今年 68 岁，20 世纪 80 年代
就从老家叶县来到市区建筑工地打
工。“那时候想着年轻，光知道干活，也
没有做过体检。”老王说，有时候胸闷，
也没当回事。直到45岁那年的夏天，
他午休后四肢动不了，也不能说话，只
有眼睛能动。家人急忙将他送到医
院，经检查，他不仅患有甲亢、低血钾，
血糖也很高。经过进一步检查，医生
告诉老王，他患有糖尿病，而且已出现
严重并发症，冠状动脉多处堵塞，介入
做支架危险很大，需要做心脏搭桥手

术，否则就活不成了。
那时是1998年，平顶山本地医院

做不了心脏搭桥手术，医生为老王介
绍了西安西京医院的专家，但他需要
24小时心电监护和输液。家人借了
一辆车，拆掉部分座椅，让他平躺在车
上，运到了西京医院。在那里，他接受
了第一次心脏搭桥手术，手术进行了
7个多小时，搭桥六根。

这场大手术当时救了老王的命，
他也开始按时服用治疗糖尿病和冠心
病的药物，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再
次出现胸痛胸闷。2004年，西京医院
邀请国外专家为老王进行了第二次心
脏搭桥手术，再次开胸，搭桥四根。

老王解开上衣，一道长20多厘米
的垂直伤疤赫然“趴”在他的胸前，那
是两次开胸手术留下的切口。而他的
腿上也留下了长长的疤痕，那是从腿
部取搭桥用的血管留下的。

尽管经历了两次大手术，老王的
心衰症状仍继续加重。2008年，医生
告诉他，唯一的出路是换心脏。但是

这些年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心脏，他
只有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打针，尽
量延缓病情的发展。

一周前，老王的血糖升高，胸闷气
短，腿部浮肿，走不动路，不得不再次入
院。好在经过市二院内分泌代谢科医
生的精心治疗，他的血糖已经控制住。

该科主任陈民说：“心血管疾病是
糖尿病患者的第一死亡原因。与非糖
尿病人群相比，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血
管疾病的风险增加2倍—4倍。糖尿
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主要包括冠心
病、脑血管疾病、周围血管疾病和心力
衰竭。”因此，他提醒糖尿病患者一定
要做到早诊断、早治疗、早达标、早获
益，才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如果年轻时重视体检，早发现早
治疗，我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并发
症。”被糖尿病折磨20多年，老王经常
现身说法，规劝身边的亲友：“不要觉
得自己年轻，就不当回事，感觉不舒服
就得赶紧去医院检查，特别是糖尿
病。饭菜要少油少盐，口味要清淡。”

心脏搭了十根桥 并发症差点要了他的命

编者按：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我国是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患病人数已达1.298亿。11
月14日是第16个“联合国糖尿病日”，本报健康周刊记者特别走近糖尿病人，听听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控糖的
心得和体会，提高我们的预防意识，让“教育保护明天”。

宋先生今年73岁，45岁的一次体
检结果显示血糖高于正常值，自此他开
启了抗糖之路：调整生活方式，科学管
控血糖，合理控制饮食……11月 12日，
家住新华区的宋先生说，由于一直在卫
生行政部门工作，他深知糖尿病患者的
自我管理有多么重要，至今那些常见的
糖尿病并发症在他身上都没有出现，保
证了他晚年良好的生活质量。

心态平和 每天练书法四小时

在虽年过七旬，宋先生仍很精神，
说话幽默风趣。退休之后，他始终保持
一种平和的心态，经常参与一些公益活
动，让自己充满活力。

2015 年在朋友的推荐下，宋先生
开始练习书法修身养性。“刚开始临摹

太难了，自己没有一点基础。当时老
师讲的很多专业术语就像听天书一
样。后来老师一直鼓励我，我也练得
越来越好。几个月下来，就写得有模
有样了，得到了大家的赞扬，心里满满
的成就感。”宋先生说，有了兴趣之后，
坚持每天练字四个小时，后期又参加
了专业学习班，投稿还获了奖，兴趣和
积极性就更高了。

“练书法不仅让自己有成就感、价
值感，在练习过程中更能让平时忙碌浮
躁的心得到片刻的舒缓和平静，对调整
身体状态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他深
有感触地说。

合理膳食 每天走够6000步

谈起血糖的控制，宋先生说：“饮食

控制不好，管不住嘴，啥都白搭。”他说，
医生常告诉我们蔬菜要多吃，肉类要少
吃，米面等主食要控制量。外出就餐
时，他会根据馒头大小来确定吃多少，
肉类只吃一块，坚决不多吃，尽量控制
摄入量，只吃八分饱。

“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适量运动。刚
退休时我喜欢户外运动，经常出去旅旅
游、爬爬山。尧山当时去爬过多次，每
次登顶都感到身心舒畅，有使不完的力
量。”宋先生说，“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
允许再进行剧烈运动了，那就走走路
吧。”

宋先生参加了腾讯公益的捐步活
动，每天走够6000步就可以挣一朵小
红花，这朵小红花可以捐给公益事业。

“有时候上午走不完，晚上吃完饭继续

走，坚持每天走够6000步，既锻炼了身
体又做了公益，两全其美。”

按时服药 随时监测血糖

“对糖友来说，控糖是一场持久战，
因为目前还没有完全治愈糖尿病的方
法。”宋先生说，他每天都会测血糖，有
啥问题随时咨询医生，经常和医生交流
自己的病情，按照医嘱进行药物调整。
这些年他的血脂、血糖、血压、肝功能、
肾功能均在正常值以内，没有出现常见
的糖尿病并发症，这让他引以为傲。

他提醒糖友，要合理膳食、戒烟限
酒、加强锻炼、平衡心态、平稳控制血
糖，预防并延缓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
生，保证晚年的生活质量。

（王伟伟）

爱好书法、合理饮食、坚持锻炼

73岁的宋先生抗糖28年没有出现并发症

□本报记者 杨岸萌

30 出头患上糖尿病，吃药、打
针、注意饮食近10年，血糖稳定，控
制较好。11月 14日是第 16个“联合
国糖尿病日”，11月 12日，即将出院
的市民徐涛（化名）讲述了他抗糖多
年的心得。

徐涛家住市区矿工路中段，在
宝丰县城上班，因为工作关系，饮食
不规律、熬夜甚至通宵工作都是常
态，方便面加火腿肠是最常吃的宵
夜。2011 年前后，他感觉自己总是
口渴，还饿得快。

“那时候我才31岁，家族也没有
糖尿病史，虽然有不适，也没往糖尿
病上想。”今年42岁的徐涛说，2013
年秋，单位组织体检时，他被查出空
腹血糖高达 16mmol/L，随即住院检
查，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吃药、注
射胰岛素、控制饮食，住院十来天，
他的血糖降了下来。

控制血糖的关键是“管住嘴、迈
开腿”，但说起来容易，坚持起来很难。

徐涛在宝丰县城上班，从早到
晚都在单位食堂吃饭，大锅菜重油
重盐，不利于控制血糖。吃饭时，他
常常准备一杯白开水，把菜过遍水
再吃。晚上吃一些玉米青菜。

因身体原因，徐涛只能在不忙
的时候打打羽毛球、快走一会儿。

“饮食控制和运动锻炼其实做
得不太好，但是我戒掉了烟酒。自
己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一个是坚持
每天用药，一个是常常测量血糖。”
徐涛说，坚持多年，自己现在空腹血
糖控制在5.4mmol/L。

“他这次住院主要是治疗胸闷
和肠息肉，血糖一直都很平稳。出
院后只需一周打一次司美格鲁肽针
即可，不用再服用降糖药。”徐涛的
主治医生、市一院内分泌代谢科副
主任医师禹远远说，患糖尿病近 10
年，空腹血糖能稳定在5.4mmol/L左
右，是控制得比较好的，坚持控制饮
食、坚持用药、坚持测血糖都值得糖
尿病患者学习。

患糖尿病近10年的他
戒烟戒酒坚持用药

糖友现身说法，我们一起拒绝“甜蜜的负担”

11 月 14 日，平煤神
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内分
泌科一区“糖友之家”志
愿者服务团来到新华区
光明路街道长青社区进
行义诊，免费检测血糖，
发放宣传资料，为糖尿
病患者及家属提供咨询
服务。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摄

义诊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