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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楠

提起卒中（中风），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是高血压。然而，还有一种疾病
引发的卒中令患者猝不及防，那就是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这是一种常见
的心律失常疾病。

6月6日是第十一个中国房颤日，
今年的主题是：关注房颤，预防卒中，
早诊断，早治疗。房颤的症状有哪
些？常见的病因及诱因是什么？6月
6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二
病区副主任医师王晓琼为大家普及相
关知识。

年龄是房颤发病的主要因素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床上
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可引起严重
的并发症，如脑卒中（俗称中风）等，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被称为‘隐形杀
手’。”王晓琼解释，当出现房颤时，心
房会丧失规律有序的活动，出现快而
不规则的颤动，心脏的整体功能会受

损。
房颤按照发作特点分为阵发性房

颤、持续性房颤、长程持续性房颤以及
慢性房颤，大多数患者的病情呈现从
阵发到持续的逐渐进展过程，年龄是
房颤主要的发病因素，年龄越大患房
颤概率越高，因此老年人是高危人
群。常见的房颤病因包括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肥胖、睡眠呼吸暂停、先
天性心脏病、瓣膜病、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心脏外科手术等。酗酒、抽烟、久
坐、运动过多或过少、精神紧张等也会
诱发房颤。“改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
上述基础疾病，都可以有效预防房颤
的发生。”王晓琼说。

房颤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

房颤的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王
晓琼说，部分患者会有心悸、乏力、胸
闷、气短、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
等症状。

“房颤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心慌，有
一种心动的感觉。”王晓琼说，当出现

这种情况时就要提高警惕，尽快到附
近医院做心电图检查，确定有没有房
颤。如果在测血压时，血压计提示心
律不齐，也要找医生确认有没有房颤。

“我没有感觉不舒服，就不用吃药
了。”77岁市民张大娘3年前在市第一
人民医院做心电图检测时，发现房颤，
由于没有出现不适症状，她没有按照
医生的嘱咐按时服药。今年5月，张
大娘突然出现脑栓塞的情况，经检查
是房颤引起的并发症，目前在市第一
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

王晓琼解释，部分永久性房颤患
者的症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减
弱甚至消失，但也有部分房颤患者没
有任何症状，甚至有些患者在发生房
颤的并发症，如卒中、栓塞或心力衰
竭时才被发现。因此，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对于房颤患者至关重
要。她提醒，房颤患者一定要防跌
倒。在心血管病患者中，40%—60%
患者有跌倒风险，房颤患者跌倒风险
占比较高。

看世间万物“怦然心动”，当心房颤

白内障与年龄密切相关

现在，刷抖音、看电子书不再是
年轻人的“专利”，中老年人也热衷刷
手机，从而出现视力下降、视野模糊、
视物混浊等症状。马凤仙表示，中老
年人几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发生，因为白内障与年龄密切相关。

“除了受电子产品的刺激，紫外
线对眼睛的伤害也很大，是引起白内
障的诱因之一。”马凤仙说，中老年人
除了少看手机，外出时也要减少紫外
线的照射，可佩戴防护眼镜，用遮阳
伞防护等。另外，摄取优质蛋白、富
含叶黄素和维生素C的蔬菜以及多喝
水，也可减少白内障的发生。

马凤仙补充道，糖尿病患者在眼
科有两大并发症，一个是白内障，一
个是眼底出血，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
要控制血糖。如果白内障影响到正
常生活和工作，就要通过手术进行治
疗。如今，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
晶体植入术很成熟，微创无痛，糖尿
病患者也可以做手术。

第28个全国爱眼日

放下手机，保护视力保护视力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文/图

6月6日是第28个全国爱眼
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关注普遍
的眼健康。眼健康被列为人体健
康的十大标准之一，眼科疾病不
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近年来也
呈现年轻化趋势。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如何预防眼病？6月5日，记
者采访了市新华区医院眼科副主
任医师马凤仙。

近距离、长时间看书和看手机，
是学生近视的重要原因。马凤仙
说，中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学
习任务重，近视发生率会增加，待18
岁后身体发育成熟，视力也会趋于
稳定。

如何预防近视？马凤仙表示，
青少年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
惯，用眼时的光线不能太暗也不能
太亮。

首先，写字时要坚持“三个一”
原则，眼睛距离书本一尺、胸离书

桌一拳、手离笔尖一寸。其次，根
据年龄不同，用眼时间也应有所不
同。小学生看书或看电子产品时，
每 20 分钟左右，就要抬头向远处
眺望两分钟。

在保护眼睛的过程中，良好的
视觉环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长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护眼灯，
及时根据孩子的身高调整合适的桌
椅高度。

青少年应积极参加户外运动，
每天户外运动至少两小时，这是防

控近视的关键。“要拥有好视力，调
整作息、保障睡眠也很重要。”马凤
仙说，建议青少年每天的睡眠时间
为8至10个小时。睡觉时要保证卧
室安静，无光照，湿度和温度也要适
宜。在饮食方面，要做到不偏食不
挑食，少吃高糖食物。

马凤仙提醒，无论是中老年还
是青少年，如果出现视力模糊、眼睛
干涩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
医院的眼科及时就医，进行
科学干预和治疗。

青少年要做好日常防护

马凤仙正在为患者做视力检查

河南省名中医马立人

传承中医精髓
助推专科发展

分期免息、大额满减

各银行花式营销
备战“6·18”旺季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肿瘤科主任高立伟

为家乡父老做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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