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谈病

11天天健康
2024年11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孙晓菊

健康周刊

健康视点
主持人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健 康 速 递

医疗前沿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代谢减重手术缓解2型糖尿病
科学饮食和运动仍是控糖基础

预防骨质疏松 力争人老腿不老
65以上女性7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监测骨密度

心脑同治“桥”接生命

两医院联合成功实施
“心脑血管双搭桥”手术

王凯（左二）在病房检查病人恢复情况。 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全国中医药科技成果

直通车（天津站）活动成功举办

“关爱市民健康，共享美好生活”天津市健
康巡讲活动2024年“健康大讲堂”第九讲日前
在静海区开讲。本期健康大讲堂邀请到天津
医院国际诊疗中心主任王凯为市民进行“预防
骨质疏松 人老腿不老”的主题讲座。大讲堂
通过“津视融媒”直播平台进行同步现场直播，2
万余名市民在线上观看了讲座。

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高发
病。世卫组织估计，50岁以上女性中约30%罹
患骨质疏松症，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骨
质疏松症将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疾病。
王凯主任提醒市民，骨质疏松症使骨骼变得脆
弱更容易发生骨折，严重影响中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但骨质疏松症可防可治，高风险人群日
常要重视富含钙、维生素D、维生素K2的食物
摄入、经常晒太阳、适量运动来延缓骨质疏松
发生发展。年龄≥65岁的女性和≥70岁的男
性、50岁后发生过骨折的成人、患有甲亢等骨
代谢异常的疾病以及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等
易导致骨量丢失的药物都应定期监测骨密度，
一旦骨量低下要积极治疗。

七成骨松患者有腰背痛
脆性骨折和骨密度是诊断指标

王凯主任说，骨质疏松症是以骨强度下
降、骨折风险增加为特征的骨骼系统疾病，主
要症状是疼痛、脊柱变形和脆性骨折。其中腰
背痛占疼痛患者的70%至80%，严重时翻身、起
坐、行走都很困难。一般骨量丢失12%以上即
可出现骨性疼痛症状。脊柱变形主要表现为
身高缩短、驼背、脊柱畸形和伸展受限等，严重
的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脊椎压缩性骨折。当
骨质疏松症进一步发展，骨量丢失20%以上即
可发生脆性骨折。脆性骨折是指非外伤或轻
微外伤发生的骨折，有的患者仅仅是一次小的
磕碰甚至做家务时弯腰曲背就发生了骨折。
骨折发生频率最高的部位是脊椎、髋部和前臂
远端。发生一次脆性骨折后，再次发生风险明
显增加。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脆性骨折史或骨
密度检测是诊断骨质疏松症的主要指标。只
要发生了脆性骨折临床上就可诊断为骨质疏
松症。骨密度常用双能 X 线吸收测定法

（DXA）T值来判断。T≥-1为正常骨质、-2.5＜
T＜-1为骨量低下、T≤-2.5则为骨质疏松，如
果T≤-2.5合并一处或多处骨折则是重度骨质
疏松。
“一旦诊断为骨质疏松症，治疗策略包括

基础措施和抗骨松药物措施，两种措施贯穿治
疗全程。”王凯主任说。基础措施第一是调整
生活方式，包括平衡营养、合理运动、日晒，戒
除不良嗜好等；第二是服用骨健康基础补充
剂，包括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钙、维生素D。第三
是加强保护措施预防跌倒。比如站起时尽量
慢一点，避免低血压或站立不稳。必要时为老
人配备拐杖、助行器等设备。抗骨松药物治疗
则是根据患者检测结果针对性地服用抑制骨
吸收药物、促进骨形成药物以及中药等。其
间，每6个月至12个月要系统地观察中轴骨骨
密度的变化，每1个月至6个月监测骨转换生化
标志物，有助于评价药物疗效。

钙维生素D维生素K2
骨保护“三剑客”预防骨松

“骨质疏松症是可以预防的疾病，它分为
初级预防和二级预防，最终目的是避免发生骨

折或再次骨折。”王凯主任说。初级预防针对
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者，防止或延缓其发展为
骨质疏松症并避免发生第一次骨折；二级预防
针对骨质疏松症患者，避免其发生骨折或再次
骨折。骨质疏松症发生的危险因素有不可控
因素，包括种族、年龄、女性绝经、脆性骨折家
族史，可控因素包括不健康生活方式，如缺乏
体力活动、日光照射不足、吸烟、过量饮酒、饮
食中钙和维生素D不足等；影响骨代谢的疾病
和药物，如糖尿病、甲亢、类风湿等疾病，长期
使用糖皮质激素、质子泵抑制剂、抗癫痫药物
等。具有这些危险因素的人需要定期进行骨
密度检测。

王凯主任说，对于健康人群而言，从年轻
时注意骨量积累、维护骨骼健康可以有效预防
骨质疏松症。

第一，充足摄入钙、维生素D和维生素K2，
它们被称为维护骨骼健康的“三剑客”。钙元
素是骨骼和牙齿中含量最高的矿物质，每人每
天喝300毫升至400毫升牛奶或者相当的酸奶、
奶酪等奶制品可以满足每日一半以上的钙需
求。维生素D对于钙的吸收和利用至关重要，
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包括牛奶、深海鱼类。晒
太阳很重要，每周3次至4次，每次30分钟至40
分钟的户外活动，可以促进皮肤合成维生素D，

保证骨骼健康。维生素K2能够增加骨质疏松
症患者的骨密度，改善骨质量，降低骨折风险。
维生素K2通常来自发酵食品和动物性食品，如
纳豆、酸菜、牛肉、各种奶酪、鸡肉、猪肉、大马哈
鱼。“饮食平衡、生活方式健康的成年人通常无
需额外补充，生活中稍加注意即可满足身体基
本需求。”王凯主任说。

第二，以优质蛋白质为基础，适量摄入脂
肪，保持低糖、低盐、足量膳食纤维的膳食习惯，
更适合老年人维护骨健康。优质蛋白主要来源
于肉、蛋、奶、大豆类、鱼、虾等。

第三，保持正常的骨密度和骨强度需要不
断的运动刺激。运动原则是循序渐进、持之以
恒、因人而异，推荐每周应至少进行5天中等强
度的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及以上。

44岁的秦先生一
个月内发生两次脑
梗，口角歪斜反复发

作。他到市环湖医院检查发现心脑动脉血管
均有严重闭塞，要避免脑梗再发展，必须心
脑联动治疗。“胸科—环湖”（市胸科医院和
市环湖医院）两医院专家团队详细讨论评估
后，决定为秦先生实施“心脑同治”联合手
术。经过周密的术前准备，心脑专家历经8
小时，成功完成了心脑血管双搭桥的接力手
术，秦先生于近日康复出院。

据介绍，秦先生术前检查患有无名动脉
闭塞、右侧颈内动脉闭塞，这是他一个月内
连续两次脑梗的主要原因。改善秦先生颅
内缺血状态需要把颅外与颅内动脉重新搭
桥吻合，但秦先生为颅外动脉供血的无名动
脉也是闭塞状态，需要胸外科医生先治“心
病”，即打通心脏附近的无名动脉，再由脑血
管医生治“脑病”。10月21日12点10分，秦
先生被送至手术室。市胸科医院党委书记
郭志刚、副院长陈庆良为秦先生顺利实施了
升主动脉弓—无名动脉搭桥术。17点30分
手术顺利结束，术中心血管恢复通畅，为后
续手术开辟了至关重要的生命通道。

接力棒顺利传到了市环湖医院复合脑
血管病团队，该院院长佟小光、副院长王红
光为秦先生实施了右侧颞浅动脉—大脑
中动脉搭桥术，专家们小心翼翼地在纤
细复杂的脑血管上“精雕细琢”，经过 3
小时终于成功实施脑血管搭桥，恢复了
颅内血流，彻底改善了秦先生的脑缺血
状态。秦先生被送入环湖医院神经外科一
病区重症监护室密切观察与精心护理，术
后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并顺利康复。

通讯员 马菁 隋蕊阳

代谢减重手术是近年来肥胖人群减肥的
重要手段。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减重手术同
样能缓解肥胖者的2型糖尿病。天津医科大学
朱宪彝纪念医院代谢减重外科专业组潘立峰
主任医师表示，有资料证实代谢减重手术后，
血糖的改善早于体重的减轻，同时还改善胰

岛素抵抗，利于糖尿病缓解。他建议肥胖的
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尽量采用生活方式及药
物治疗，血糖仍然控制不佳者可以咨询代谢
手术治疗。

潘立峰说，治疗2型糖尿病运动和饮食是
基础治疗，药物适合大多数糖尿病患者。2型糖

尿病患者选择的代谢减重手术有严格适应症，
通常体重指数≥32.5建议积极手术；27.5≤体重
指数＜32.5，推荐手术。代谢减重手术的适应年
龄在16岁至65岁，手术前需要排除自身免疫性
糖尿病和其他引起血糖升高的内分泌疾病。

目前主流的代谢减重手术方式有袖状胃

手术及胃旁路手术。术前，医生会根据患者的
体重、糖尿病病程等情况，综合评估后帮助病人
选择最适合的手术方案。术后需要患者遵循健
康管理师和营养师的指导，以免发生肥胖相关
的肌肉减少症和隐形营养不良问题。

潘立峰提醒肥胖糖尿病患者，代谢手术治
疗的目标是终生维持良好的体重和良好的控糖
效果。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术后患者需要长期
坚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正确的食物选择、食
量控制、医师指导下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足
量饮水、规律休息和运动都是必需的。

通讯员 郭敏桢

问题一：骨质疏松和体型是否相关？是不

是瘦人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并不是越瘦越好。
体型偏瘦的老年人易患肌少症。肌肉减少和骨
质疏松相互影响，因此老年人稍胖一些更利于
骨骼健康。但体重指数在30以上的肥胖患者
则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危人群，特别是老年肥胖
女性骨质疏松症更为高发，这些人一定要关注
血糖、血压、血脂，管住嘴迈开腿，积极控制体
重，定期检测骨密度。

问题二：老年人夜间腿抽筋是骨质疏松症
的症状吗？

尽管骨质疏松症可以引起腿抽筋，但
腿抽筋不是骨质疏松症的典型症状，因此
老年人腿抽筋并不一定是骨质疏松症。骨
质疏松症一定要有骨密度检测和血钙、血
磷检查来支持。如果仅是血钙低，大概率
是缺钙或者低钙血症引发抽筋，针对性治
疗即可缓解。另外，夜间腿抽筋也是不宁
腿综合征、下肢静脉血栓性疾病的重要症
状，需要鉴别诊断。

问题三：老年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补钙和
维生素D？

拥有健康生活方式的70岁以上的男性和
65岁以上的女性一般无需额外补充钙和维生
素D。通常脆性骨折、严重骨质疏松症的老年
人需要额外补充，骨量低下的老人通过生活方
式改变仍不能提升骨密度，也可以适当补充。

记者 赵津

以下是讲座现场部分问题

本月 15 日，2024 年全国中医药科技
成果直通车（天津站）活动在津成功举
办。全国中医药科技成果直通车是由中
国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人才交流中心）、国家科技成果网等
联合发起的一项活动。此次天津站活动
由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和天津市中药制
剂转化中心承办。
据了解，该活动自 2023 年起，已陆续

在全国多个省市举办，为高校、医疗机
构、科研机构及企业、融资机构等搭建平
台，构建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推动
科技成果有效应用和市场化进程。天津
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天津中医药
大学、现代中药海河实验室、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天士力数智中
药发展有限公司、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鲁南制药集团等国内多家高校、医
院、科研院所、企业参加了此次活动。天
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的《胃转安
颗粒》等 9个传统院内制剂、科研成果进
行了产品路演。活动期间，洽谈项目达 7
项，意向合作3项。 通讯员 陆静 雷春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