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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11 月 14 日是第 17 个
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宣传主
题为“了解风险 了解应对”。为
唤起公众对糖尿病防治的关注，
提高人们对该病的知晓率、管理
率，当天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内
分泌代谢科联合多学科专家及教
育管理团队在两个院区开展糖尿
病义诊与健康宣教活动。

当天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该
院优越路院区门诊楼4楼内分泌
代谢科门诊时，只见大厅内摆着4
个主题分别为“自我检测最重要”

“药物治疗帮您忙”“美食巧吃更
健康”“合理运动身体帮”的糖尿
病知识科普展板。此次义诊，该
院推出了免门诊挂号费、免费指
血糖检测、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免
费赠送胰岛素保温包、进行糖尿
病风险评估等活动内容，受到了
广大患者的欢迎。义诊现场，就
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大家在护理
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排队候诊。

各位专家详细地询问每一位
患者的生活饮食习惯和用药情
况，耐心地给予饮食和用药指导，
并提出进一步的治疗建议。

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
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俊宏
表示，糖尿病是一种由遗传和环
境因素长期共同作用导致的慢
性、全身性、代谢性疾病，人们平
时要养成健康的行为与生活方
式，重视糖尿病的预防。得了糖
尿病以后不但要科学服用药物，
还需要长期坚持饮食、运动、监
测、心理等方面的综合治疗。目
前，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超 1.41亿，
是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国
家之一。糖尿病患者若不及时进
行正确治疗，会引发心脑血管疾
病、失明、足坏疽和尿毒症等严重
后果。糖尿病可能在患者身体不
出现明显症状的情况下悄然发
展，“了解风险 了解应对”，有利
于延缓、预防糖尿病以及并发症
的发生。

市 一 院 开 展
糖尿病义诊活动

11 月 14 日，平煤神马
医疗集团总医院内分泌二
区医护人员在医院门诊大
厅开展义诊活动。此前，
医院内分泌科医护人员分
批次到不同社区开展糖尿
病义诊活动，为居民测血
糖、量血压，答疑解惑，发
放知识手册。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摄

糖尿病日义诊
远离“甜蜜负担”

□本报记者 王亚楠

11 月 10 日，78 岁市民高大爷终于
从市第二人民医院的 ICU转入内分泌
科普通病房，他的儿子也跟着松了口
气。望着熟睡的父亲，高大爷的儿子
说：“这次都是吃出来的‘祸’，出院后我
要严格监督他的饮食。”

不控制饮食导致血糖飙升

高大爷患糖尿病近20年，平时靠
打胰岛素控制血糖，却不控制饮食。正
常血糖值在 4.4mmol/L—7.0mmol/L，高
大 爷 平 时 的 空 腹 血 糖 值 可 达 到
15mmol/L。

11月6日晚，他和朋友聚餐喝了酒
和含糖量高的饮料，还吃了很多高热量
的食物。次日下午，高大爷开始恶心呕
吐、呼吸困难，儿子赶忙把他送至医院，
经检测，其血糖值已经高达30mmol/L，
动脉血气提示其PH值＜7.0。

该科室副主任李松介绍，动脉血气
主要是测试人体的酸碱度，正常参考值
在7.35—7.45，数值小于这个区间说明
患者酸中毒，属于糖尿病酮症酸，是糖
尿病严重的急性并发症之一。由于高
大爷有冠心病，还做过心脏手术，因此
重症糖尿病会加重心脏负担，引起心脏
衰竭，“当时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将他送
入ICU”。

通过补液、打胰岛素纠正高大爷身
体的酸中毒，两天后，高大爷脱离生命
危险，转入普通病房进行巩固治疗。

糖尿病呈年轻化趋势

李松说，平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
引起糖尿病的主要原因，高热量的食物
加上不爱运动会导致患者肥胖、高脂
血、高血压，从而引起患者代谢紊乱，进
而引起糖尿病的发生。

由于高大爷的父母等先辈没有糖
尿病，因此，他发病的主要原因是饮食

习惯问题，“因为此病具有遗传性，所以
糖尿病患者的子女要定期进行血糖检
测，了解自己的血糖情况，从而预防糖
尿病。”李松说。

“糖尿病已经呈年轻化趋势。”该科
室护士长都玉娜介绍，科室之前接收的
糖尿病患者大多在70岁左右，近些年，
病房里30岁左右的患者也不在少数，
有些甚至只有20岁出头，很多年轻患
者觉得糖尿病不是大病，就一直拖着不
治疗，结果病情加重，不仅耽误了最佳
诊治时间，还要花费更多钱和时间。

糖尿病的症状主要是口干、多饮、
多尿，它会引起一些并发症，如眼睛、肾
脏、心脏和脑血管病变，还会导致全身
易感染。

不建议饮用0糖0卡饮料

走在大街小巷，商店和超市内很多
饮料都有0糖0卡的标识，但这些饮料
糖尿病患者可以饮用吗？李松提醒，最

好的饮料是白开水。
研究表明，0糖0卡饮料并不能降

低糖尿病和冠心病的发病率，且长期饮
用还有致癌的风险。“还有一些饼干和
面包也宣称0糖，但建议糖尿病患者少
吃为宜。”李松说，大家要少吃快餐和高
脂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是糖尿病的

“帮凶”。
对于已经患有糖尿病的市民，要定

期规范用药治疗，进行适量运动，每两
天监测一次血糖。其他市民要以预防
为主，养成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
酗酒，饮食宜清淡。

李松补充，并不只是高血糖会引起
糖尿病症状，餐前低血糖也是糖尿病的
表现。很多年轻人平时感觉身体没问
题，但在体检时却血糖高，这与快节奏
的生活方式，吃太多甜品、烤肉，喝过多
奶茶和高糖饮料等有关，如果不注意，
就会发展为糖尿病。因此，这些“无症
状患者”要及时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患病近20年

糖尿病大爷聚餐“吃”进ICU

□本报记者 杨岸萌

“餐前血糖11mmol/L，有点儿高。”
“是有点儿高了，这几天正在调药，血
糖会出现波动。”11月 14日上午 11点，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
总医院）内分泌一区病房，46 岁的杜
飞听到护士说血糖测量结果时已经很
淡定了。

病房内年龄最小的患者

11 年前的秋冬季节，三四个月时
间，35岁的杜飞体重从75公斤降至65
公斤，与之前相比还非常嗜甜，春节团
聚时，亲友听说他的情况，都建议他去
检查一下。

“我们单位每年都有体检，从31岁
开始，每次体检我的血糖都压着‘警戒
线’，医生建议我增加运动，于是每天
骑自行车上下班。”杜飞说，虽然自己
的父母没有糖尿病史，但是叔舅姑中
有好几人患糖尿病多年。“我之前只听
说他们有糖尿病，但是感觉没有多严
重，根本就没在意过。”

大年初七，杜飞到总医院就医，发
现空腹血糖达到 20mmol/L，立即住
院。“一个大病房住了十几个人，我是

年龄最小的。儿子当时才9岁，万一我
倒下了，后果不堪设想。”杜飞说，各种
因素叠加，让他一度非常沮丧害怕，

“心理压力大，还感觉浑身乏力。”
注射胰岛素、打营养针、吃药，在

医院住了20多天，杜飞终于出院了，但
是内心依然惴惴不安。

11年严格控制饮食作息

出院后，杜飞严格遵照医嘱服用
降糖药；花高价购买了进口的血糖仪，
每周抽出一天时间检测全天血糖；随
时与主治大夫侯俊杰联系，经常咨询
各种控糖问题。

“我爱人是老师，这些年血糖控制
得好她功不可没。”杜飞说，从确诊得
病到现在 11年，他们家做饭的准则是
少油少盐少稀饭少面食。

杜飞说，早上吃豆浆、鸡蛋和爱人
做的小包子、馒头；中午他多吃菜少吃
米；晚上牛奶、蔬菜和一个小馒头；上
班中午回不来时，爱人就早早起来给
他准备饭菜。

在爱人的支持和监督下，杜飞这么
多年来几乎上没有在外面吃过一次饭，
而且滴酒不沾，更是杜绝各种饮料。

除了饮食，杜飞每天早上5点左右

起床，晚上最迟10点半睡觉，并且早晚
都要快走近一个小时，工作上非必要
不熬夜。

各项指征控制得很好

多年来杜飞遵循医嘱，每两年住
院做一次全面检查。

“第一次住院后我很害怕，总担心
身体会出现并发症，直到两年后再次
住院检查，发现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后我才彻底不再恐惧。”杜飞说，按时
吃药、控制饮食、适度锻炼、作息规
律、定期检查，一切按部就班来，他的
血糖波动不大，体重常年控制在65公
斤左右。

脑部 CT、腹部颈部彩超、眼底检
查，时隔三年再次住院，杜飞做了一系
列检查，对比第一次检查结果，身体各
项指标基本没有变化，侯俊杰说他做
得很好。

杜飞说，根据他患病11年的经验，
除了要严格自律外，家人的支持非常
关键，饮食、作息、锻炼哪一样都需要
病人和家属的共同努力。杜飞说，虽
然现在高血糖人群逐渐年轻化，但是
只要“糖友”谨遵医嘱，管住嘴，迈开
腿，他相信人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早睡早起、管住嘴、迈开腿

“糖友”杜先生11年的自律控糖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