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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台

健康知识

健康关注

健康提醒

减肥成功者都在做这6件事
体重是客观评价人体营养和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更

是身心健康的基础。保持健康体重，既能增强人体免疫力，
预防多种慢性病发生，还能使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更具
活力和幸福感。做好体重管理尤为重要，减肥成功者都做
到了以下6件事。 （人民网 闫妍）

心衰，全称为心力衰竭，当这个词出现在诊断报告中

时，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恐慌和无助。但实际上，心衰并不等

同于生命的终结，更不应被看作是绝望的代名词。它更像

是一种心脏的疲劳现象，需要我们深入了解、细心照顾，以

及科学地治疗和管理。

心衰：心脏的超负荷挑战

心力衰竭，是心脏收缩或舒张功能降低的一种病理生

理状态。简单来说，就是心脏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送到全

身各个部位，以满足身体各组织器官的正常需求。这种

情况通常是由于心脏长期承受过大的负担，如同一个长

时间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心脏肌肉逐渐变得疲劳，泵血效

率下降。

心衰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最常见的是长期高血压、冠

心病、心肌病以及心脏瓣膜病等。这些疾病都会对心脏的

结构和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进而增加心脏的负担，最

终导致心衰的发生。

心衰的症状与识别
心衰的分类有很多，所以症状可能也因人而异，但通常

包括呼吸困难、疲劳乏力、运动耐量减低、体液潴留（如水

肿）等。患者可能会发现，在进行轻微活动或走路时，会感

到气喘吁吁、心跳加速、胸闷气短，甚至在平卧休息时，也可

能会出现呼吸急促或咳嗽等症状，这些都是心脏功能下降

的信号，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为了及时识别心衰，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身体的变化。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立即就医进行检查。医生会通过详

细询问病史、进行体格检查以及必要的辅助检查，来准确评

估心脏功能，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心衰的治疗与管理
心衰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旨在减轻心脏负

担、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并降低再入院率和死亡

率。治疗心衰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以及生

活方式的调整。

药物治疗：药物是治疗心衰的基础。医生会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开具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醛固酮

受体拮抗剂、β受体拮抗剂等药物，以减轻心脏负担、降低

血压、改善心脏功能。同时，患者需要定期随访，做好出入

量的管控，根据病情调整药物剂量和种类。

非药物治疗：对于某些严重的心衰患者，药物治疗可能

无法完全控制症状。此时，医生可能会考虑使用左心室辅

助装置、心脏再同步治疗或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等器械

治疗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改善心脏的节律和收缩功能，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极端情况下，如终末期心衰，心脏

移植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心脏移植

手术风险较高，且供体稀缺，因此需要谨慎评估患者的适应

症和手术风险。

生活方式的调整：除了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外，生活

方式的调整也是心衰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患者需要保持

限盐饮食、戒烟限酒、控制体重、避免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

季节交替时注意预防感冒等。此外，减少久坐、定期进行适

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游泳等）也有助于提高心肺功能、增

强免疫力并改善心情。

心衰患者的心理支持
心衰不仅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还可能对其

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面对疾病的挑战和生活的改变，患

者可能会感到焦虑、沮丧甚至绝望。因此，提供全面的心理

支持对于心衰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家人和朋友的关心与

鼓励是患者战胜疾病的重要动力。同时，专业的心理咨询

和心理治疗也能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

和负面情绪。

心衰的预防与未来展望
预防心衰的关键在于积极控制和管理可能导致心衰的

风险因素。这包括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合理饮食、规律

运动等）、定期监测和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以及及时

治疗潜在的心脏疾病。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大大降低

心衰的风险并保持心脏的健康状态。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

深入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心衰的治疗方法也在不断创

新和完善。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加精准化、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出现，为心衰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医疗决策支持系

统也将更加智能化，能够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的治疗建议，

帮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随着远程医疗和移动

医疗技术的发展，患者也将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得医疗服务

和健康指导。

总之，心衰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努

力去克服的挑战，通过心衰知识的普及、心衰症状的早期识

别、积极治疗管理以及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可以帮助心脏

恢复健康，让患者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和希望，同时随着医

疗技术的进步和预防措施的完善，相信心衰患者的未来将

会更加美好。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井睿）

心衰不等于绝望：了解心脏的疲劳现象

在陌生的手术室内，小明躺在手术台上，准备迎接人生

中的第一次全身麻醉，毕竟这次手术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

战，他的内心也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紧张与不安。随着

麻醉医师轻轻地为他戴上了氧气面罩，一股清凉的气体缓缓

流入他的肺部，输液通道上的药物也开始进入他的血管，他

的意识逐渐模糊。那一刻，他仿佛跌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

暗洞穴，所有的感知和记忆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手术结束

后，当小明缓缓睁开眼睛，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对刚刚完

成的手术一无所知，仿佛经历了一场荒诞的“失忆”之旅。那

么，这场“失忆”之旅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呢？

全身麻醉大解密

全身麻醉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医学奇迹，它背后的原理

简直如同魔法般神奇，通过一系列药物的精准调配，能够将

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带入一个深度放松的状态，使人在手

术过程中失去意识和感知。在这里麻醉医师作为这场奇幻

旅程的“导航员”，需要凭借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根据

你的体重、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为你量身定制一份专属

的麻醉方案。需要麻醉医师们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细节，确

保你在手术过程中既安全又舒适。

记忆的迷雾

麻醉药物进入体内后，会在大脑中掀起一场风暴，干扰

神经递质的传递过程，从而影响记忆的形成和存储。这就

像是在一个神秘的迷宫中，麻醉药物让记忆的“小精灵”迷

失了方向，无法找到通往记忆宫殿的道路。因此，当麻醉作

用逐渐消散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手术期间的经历毫无

印象，仿佛记忆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但请放心，这

只是麻醉药物暂时的作用，不会对大脑造成永久性的损

害。随着药物的代谢和时间的推移，记忆会逐渐回归，“黑

洞”也会慢慢消失。

科学的灯塔

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揭开麻醉与记忆之间的神秘面

纱，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实践，他们发现麻醉药物会暂时干扰

大脑中的记忆存储过程，但这种影响通常是短暂的。当麻

醉药物在体内代谢完毕后，大脑会逐渐恢复其正常功能，记

忆也会逐渐回归。这就像是黑暗中的一座灯塔，为我们指

明了麻醉与记忆关系的方向，你最终还是能找到回家的

路。虽然目前对于麻醉与记忆之间的具体机制仍不完全清

楚，但科学家们正在不断深入研究，希望能够为我们提供更

多关于这一神秘联系的线索。

长期影响的探索

关于麻醉是否会对记忆产生长期影响，科学家们仍在

持续研究中。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认为，单次、常规的全身

麻醉手术可能会干扰大脑中与短期记忆相关的区域，导致

患者在苏醒后对短期记忆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刚读过的文

章、听过的对话等，但是这种影响通常是暂时的，随着药物

的代谢和身体的恢复，短期记忆也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而长期记忆更像是一座紧固的城堡，被储存在大脑深部神

经网络中，全身麻醉通常不会对其造成严重损害。如果全

身麻醉次数过多或麻醉时间过长，可能会对大脑产生一定

的不良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避免必要的麻醉手

术，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和决策。

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或担忧，可以向医生咨询并寻求专业建

议。同时，科学家们也在不断探索和研究如何减少麻醉对

记忆的影响，为我们的健康和记忆提供更好的保障。

应对策略

为了确保记忆在麻醉后能够迅速恢复，我们可以采取

一些积极的措施。首先，与医生充分沟通，了解自己的麻醉

方案和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麻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影响，从而做好心理准备和

应对措施。其次，手术后要注意休息和加强营养，给大脑足

够的时间来“修复”受损的记忆。适当的休息和营养补充可

以促进大脑的恢复和功能的提升。此外，如果在手术后发

现记忆有明显异常或长期无法恢复，应及时就医寻求专业

帮助。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提供有针对性的建

议和治疗方案，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为记忆的航程提供全方

位的保障，确保它能够安全无虞地回到生活中。

尽管麻醉会让我们在手术过程中暂时失去记忆，但它

却是医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让我们在无痛中恢复健康。

与麻醉和谐共处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们科学地看待麻

醉与记忆的关系，遵循医生的建议和指导，就能让我们的生

活更加安心和美好。所以，下次当你再次走进手术室时，不

要害怕麻醉会让你变成“失忆症患者”，相反，应该感谢它让

手术变得更加轻松和安全！毕竟，麻醉只是一个小小的插

曲，而你的记忆会永远伴随着你，见证你人生中的每一个重

要时刻！ （天长市人民医院 陈金丛）

全身麻醉与记忆的奇幻之旅

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很多人每年都会进行一次体检，

一位面带愁容的年轻人拿着体检报告走进了心血管内科门

诊室对着医生说：“医生，我的心电图不正常，报告上说是窦

性心律，偶发室性早搏，我这么年轻，就得了心脏病，是不是

很严重，会不会猝死啊？”其实类似这样的病人在心血管门诊

经常见到。那么什么是室性早搏，如何正确地认识室早呢？

室早是心脏哪里出了问题？

要了解室早，首先我们得了解心脏，心脏就是一个

“泵”，是人体循环系统中的动力系统，通过心脏不停地收

缩、舒张，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并带走代谢的终产物交给相

关“部门”处理，使组织器官和细胞维持正常的代谢和功

能。心脏的结构就像一座房子，有四个房间，分别是左右心

房和左右心室。房子有墙面，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有大门，

就是我们说的瓣膜；有水路系统，就是我们说的冠状动脉；

有电路系统，就是我们说的心脏传导系统。窦房结是心脏

的起搏点，也就是心跳的起跳点。它发出来的脉冲通过传

导系统传递到整个心脏，导致一次心跳，这就是我们常见到

心电图报告给出的窦性心律，就是说你的心脏是窦房结在

指示工作，它是正常的。早搏是电路系统出现了问题，早搏

就是过早的搏动，室性早搏，也叫室性期前收缩，通俗的叫

室早。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心室过早地搏动了，也就是说

在窦房结还没发出信号之前心室就开始了自己搏动。

室早有哪些症状？

室早是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各种心脏疾病患者和健

康人群都有可能发生，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加，大于

75岁人群中的发病率甚至高达69%。室早的临床表现差异

很大，大多数患者无明显症状，很多人是例行体检时发现

的，但也可引发相关的症状，包括心悸、胸闷、失重感、有些

人甚至是“停跳”感。伴严重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长期频发

室性前期收缩，可因心排血量下降而引起头晕、乏力等症

状，并加重心力衰竭，诱发心绞痛或无痛性心肌缺血。诱发

室性快速心律失常者甚至可以发生心源性晕厥。

室早的病因和诱因有哪些？

正常人往往是不良生活方式，如过度疲劳、长期失眠、

精神紧张、焦虑、大量饮酒、喝浓茶、喝咖啡、吸烟等均可诱

发室早。各种心脏病如冠心病、心肌病和瓣膜性心脏病、心

力衰竭等是室早的常见病因，此外甲亢、贫血、发热、电解质

紊乱、严重感染、药物中毒等也可诱发室早。

发现室早应该怎么办？

当我们通过普通心电图发现室早，需要心血管内科专

科医生进行系统评估，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选择进

一步检查的项目，通常包括动态心电图（评估早搏的数量、

形态、发生的时间等），心脏超声（评估心脏的结构、功能)、

甲状腺功能、运动平板试验，必要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冠脉

造影等检查，积极寻找室早的原因同时进行系统的评估。

室早应如何治疗？

经专科医师进行评估，各种检查找不到心脏病证据的

室性早搏，我们称之为良性室早，临床上十分常见。随着年

龄增长会逐渐增多，但对健康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要消除顾

虑，积极改善生活方式，避免劳累、熬夜、戒烟戒酒、调节心

理、改善睡眠等。室早<10000次/24h或室早负荷<10%的

无症状低危患者，一般无须治疗。

在器质性心脏病基础上出现的室性早搏，最常见的心脏

疾病是冠心病和心肌病、心力衰竭等。有预后意义的室性早

搏应在心血管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同时

针对心肌缺血、心衰、低血钾、低血镁等原因和诱因进行治疗。

经过生活方式干预及药物治疗，仍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频发室性早搏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有强烈的根治意愿，24

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室性早搏超过1万次，可以选择导管

消融治疗。

中医对室早有何认识？

室性早搏归属于中医心悸、怔忡范畴，与气、血、痰、瘀、情

志等密切相关。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心悸有详细的论

述，治疗心悸的经典方剂炙甘草汤就是出自其中：“伤寒，脉结

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古今的大量医者在临证中总结

了大量的经验。常以“补虚泄实”或“扶正祛邪”为治则，采用

中药汤剂、散剂、丸剂，结合针灸、推拿等治疗方式，达到较为

满意的临床效果。临床上，辨证应用一些中成药，也取得了很

好的临床疗效。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徐振卫）

室早，早知道！带你了解室性早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