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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顺平的电脑
里，一个文件夹专门存
放了各种痛风病人的
病历资料。其中一个
病人让他至今印象深
刻。因为那个病人在
入院不久就去世了。

这名男子是泉州
石狮人，才 41 岁，关节
痛的毛病却有 20 多年
了。平时痛起来就买
止痛药，不痛了就停
药。查体时发现，病人
的双手明显变形，手
背、手指布满大小不等
的痛风结节，骨头已被
侵蚀，形成所谓的“望

远镜手”。检验结果显
示，肾功能明显损害，
已达到尿毒症情况，随
时都可能心脏骤停。

医院紧急为他开
通绿色通道，紧急治
疗，可没过多久，病人
还是离世了。

“这类病人在基层
很多，也代表了病人在
治疗过程中的很多误
区。”林顺平说。

首先，是吃药的问
题。痛风是一项慢性
病，需要长期服药，控
制病情。然而，很多病
人以为，只有关节痛才

吃药，好了就可以不
吃，导致病情反复。目
前，仅有少数病人病情
管理得当，可以停药。
大部分病人需长期服
药。

其次，高尿酸血症
的危害不仅仅只有痛
风，它还会影响肾脏、
心血管、中枢神经等。
降尿酸，是为了保护全
身重要脏器。
提醒

一经确诊高尿酸血
症，不管有无痛风发作，
都要给予生活方式干预
治疗。

天天考前“营养餐”
男生尿酸高得吓人

□本报记者 陈坤
不久前，17岁的小张（化名）被妈妈着急地带到医院风湿免疫科找医生：在一次体检中，小

张被查出尿酸高达600umol/L。医生认为，这跟妈妈每天为他制备的考前“营养大餐”有关。
随着国民超重、肥胖等引发的代谢紊乱日渐增多，在健康体检中发现血尿酸水平增

高的人数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尤以男性为主。
最新统计，中国已有1.8亿多高尿酸血症患者。
为了让大众更深入了解和重视高尿酸血症，把每年的4月20日定为“高尿酸血症

日”，让大家牢记高尿酸血症的诊断标准：420umol/L，从而积极开展早期干预，预防可能
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后“第四高”（高尿酸）带来的痛风、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
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和发展。

因为马上要高考，小张的
妈妈每天都给小张准备肉汤，
补充营养，而且每天都不重
样。除此之外，小张每天还习
惯性地喝1~2杯奶茶。

这样的饮食习惯持续了
半年。随后，在一次体检中，
一向健康的小张被查出尿酸
高达600umol/L，把妈妈吓坏
了。

福建卫生报健康大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林顺平
排除了小张慢性肾脏疾病等
方面的问题后，认为小张目
前尚无高尿酸血症相关的临
床症状，且有明确的不良饮
食因素，可先控制饮食，辅以
运动，并短时间内服用排尿

酸药物。两个月后，小张的
尿酸水平逐渐回归正常。

林顺平主任解释，饮料、
奶茶等饮品含有大量果糖，
长期大量饮用会抑制尿酸的
正常排泄，就会导致尿酸飙
升；而高汤当中含有的嘌呤
物质比较高，过量摄入体内
也会让身体代谢负担加重，
导致尿酸居高不下，增加痛
风的风险。

“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
人被查出高尿酸，尤其是办
公室一族！”林顺平说。研究
发现，每天久坐超过8小时的
人，患者痛风的几率是正常
人的2~3倍还多。因此，平时
就算再忙碌，也要起身活动
一下。

天天肉汤、奶茶
17岁男生尿酸超标

□本报记者 陈坤

22岁小伙竟然患上急性肝衰竭

22 岁的小张（化名）大学毕
业后一直没找工作。天天在家宅
着，熬夜玩游戏。一天，他突然出
现食欲不振且嗜睡的情况，且排
出的尿液都黄得像浓茶一样。

慢慢地，小张发现自己全身
皮肤变黄，这才赶紧就医。小张
被诊断为急性肝功能衰竭。情况
危急，若不立即治疗，小林随时可
能陷入肝昏迷，出现生命危险。

这是此前，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蔡
金贞接触的一个例子，小张最终
顺利接受了肝移植。

年纪轻轻的小张为何突然出
现急性肝功能衰竭？

结合其他检查结果，医生认
为，生活不规律，长期熬夜让小张
身体免疫力下降。而导致小张肝
功能衰竭的“元凶”，是他有22年
的乙肝病史，长期不规律吃药。

长期应酬诱发肝衰竭

在我国，引起肝衰竭的主要
病因是肝炎病毒（尤其是乙型肝
炎病毒），其次是药物及肝毒性物
质（如酒精、化学制剂等）。

去年 8 月，福建协和医院成
立器官移植中心，骨干成员均在
全国知名移植中心工作 15~20
年。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斌就曾接
诊过不少因喝酒不适量导致肝衰
竭的例子：“应酬，尤其是生意人，
天天白酒下肚。一些患者入院前
已经属于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
期，到院时，被检查出急性肝衰
竭，手术希望很渺茫。而这类人
往往是家庭顶梁柱，倒下后就会
导致一个家庭的不幸。”

得了乙肝，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国是个乙肝大国。据不完
全统计，我国先有乙肝病毒携带
者 1 亿多。吴斌医生提醒，得了
乙肝，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清淡饮食，不吸烟酗酒，不熬
夜，如果有指征抗病毒，一定要坚
持抗病毒治疗。

很多患者没有规律体检，等发
现是肝癌中期甚至是晚期而失去
了良好的治疗机会。因此，定期体
检，是保证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
对于有肝病基础的高危人群，尤其
是中年人，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性，最好每 3 个月进行一次肝功
能、肿瘤标志物、B超检查，综合评
价病情的发展，谨防肝炎变肝癌。

□本报记者 林颖
近 来 ，大 学 生 昊 昊 很 苦

恼。因为半年时间里，他的嗅
觉、味觉都没了。

他去了耳鼻喉科检查，发
现偷走他味觉的元凶其实是
筛窦炎鼻息肉，炎症导致了鼻
黏膜水肿和鼻腔阻塞。

嗅觉和味觉相互配合
筛窦炎和鼻息肉怎么就

把味觉给偷走了？
据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医师陈婷介绍，筛窦炎是鼻窦
炎的一种。当鼻窦炎发展到一
定程度，出现水肿或鼻息肉时，
就会把嗅觉传导通路全部堵
住。不仅仅鼻窦炎，慢性鼻炎
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呼吸空气
的时候，空气里的气味分子传
到鼻腔的嗅觉区域，再传到大
脑，能产生我们的嗅觉。如果
这块区域被堵住，气味分子传
输不了，就会出现嗅觉的减退
或消失；长期的炎症，会导致嗅
觉神经丝细胞水肿，嗅觉感受
功能下降甚至丧失。食物的风
味是嗅觉主导的，失去嗅觉的
人，吃东西只能感受到单调的
甜咸酸等，如同嚼蜡。

“重感冒时，我们能体会
到。当鼻子堵住时，嗅觉就会
减弱，吃饭也没胃口，吃什么都

提不起精神，因为嗅觉和味觉
是相互配合的。”陈婷说。

如何寻回消失的感觉
“去除阻塞因素，嗅觉就

能重新找回。比如通过手术
切除鼻息肉，通畅鼻-鼻窦引
流，或通过合适的用药让鼻腔
黏膜的水肿消退，那么后期就
有望恢复。”陈婷说。

若水肿时间较长，已经导
致功能的减退或丧失，就很难
再逆转。

注意预防、及时治疗
鼻窦炎应当及时治疗，以免

迁延成为慢性炎症。尤其是过
敏性鼻炎患者，到一定季节要及
时用药，或者进行脱敏治疗。

上呼吸道感染会诱发或
加剧鼻窦炎的发作，要注意防
寒保暖，避免呼吸道感染。

戴口罩 可以给吸入鼻
腔的空气加温加湿，让鼻腔保
持湿润，防止出现炎症。

加湿器 天气干燥的季
节，使用加湿器，缓解鼻腔、鼻
窦干燥，减少鼻出血。

擤鼻涕 使出很大的劲儿，
可能会把鼻涕带入咽鼓管，引
发中耳炎。

洗鼻子 如果动不动就清
洗，会破坏鼻腔内的微环境。
尤其孩子不能洗太过，否则可
能引发中耳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风湿免疫科

林 顺 平
主任医师

41岁男子痛风20多年
入院数小时后离世

不规律服药，天天熬夜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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