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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晓洁
临床数据显示，糖尿病发

病后10年左右，将有30%～
40%的患者，至少会发生一种
并发症，很多并发症一旦产生，
药物治疗通常很难逆转，逐渐
成为糖尿病人死亡主因。

4月19日，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官滨斌
做客《医生我想问》直播间，
从预防说起，为大家解答糖
尿病防治的相关疑惑。
糖尿病并发症危害极大

在直播间，很多读者的
提问都围绕着并发症而来。

官滨斌表示，糖尿病的
并发症分为急性和慢性。

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包
括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血
糖高渗状态等，慢性并发症
是糖尿病患者需要重点关
注的，主要包括：大血管并
发症，如脑血管、心血管和
下肢血管的病变等；微血管
并发症，如肾脏病变、眼底
病变、神经病变等等。

“像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严重时可能会失明。糖

尿病肾病患者会出现双下
肢的浮肿。”官滨斌说，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会出现双
下肢麻木，感觉缺失、感觉
异常，下肢末梢、手指末梢
有针刺样疼痛，晚上会痛得
睡不着觉。

官滨斌提醒，需要尽早
预防和管理糖尿病并发症：

◆在医生指导下规律口
服降糖药或者胰岛素注射。

◆空腹血糖尽量维持
在 4.4~7.0mmol/L，餐 后 两
小 时 血 糖 维 持 在 小 于
10mmol/L，糖化血红蛋白每
三个月测一次，比较好的标
准应该是小于7%。

◆需要积极控制好血
脂和血压。

◆建议至少每年做一

次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查。

糖尿病不可逆转但能缓解
官滨斌表示，糖尿病是

一种慢性的终身性疾病，理
论上是不可能逆转的。

他介绍道，目前有一些
早期糖尿病患者，特别是肥
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经过
严格的饮食控制之后，体重
明显改善，可以将血糖逐步
恢复到正常状态，甚至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内，不需要服
用任何降糖药物，医学上称
为“糖尿病的缓解状态”，但
并不等于治愈，可能在体重
增加或者应激的情况下，血
糖又会升高。

患者需要积极的生活
方式干预，长期维持糖尿病
缓解状态。“糖尿病管理是

五驾马车的理念，饮食治疗
是基础，运动治疗是手段，
药物治疗是武器，糖尿病自
我血糖监测是保障，糖尿病
患教育是核心。”

糖尿病的药物治疗应
以患者为中心

官滨斌介绍道，降糖药
物的选择分为两个方面，首
先要评估患者的空腹血糖、
餐后两小时血糖、糖化血红
蛋白、体重、肝肾功能等。

其次要考虑药物的降
血糖程度、不良反应、低血
糖风险、对体重的影响等，
还要考虑口服降糖药的可
及性，以及药物的价格。

他建议，患者可以就
具 体 用 药 方 案 和 医 生 沟
通，现在提倡以患者为中
心，患者参与临床药物的
方案选择，医生根据每位
患者的具体情况再进行个
体化用药。

糖尿病患者不建议食
用代糖食品

在饮食方面，不推荐糖
尿病患者进食代糖类的食
品，虽然它不增加这种热

量，也不直接升高血糖，但
是会有其他副作用，“像糖
醇类可能会增加腹泻，果糖
类可能增加脂肪肝和高尿
酸血症等等”。

建议糖尿病患者应注
意食物量的控制，特别是总
热卡的控制，避免进食精致
碳水、高脂食物，推荐进食
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品，比
如荞麦；多吃一些蔬菜，减
少红肉或者精加工肉类的
摄入，避免夜宵。

糖尿病不可怕 可怕的是并发症

关于糖尿
病，可以扫描
下方二维码，
加入卫生报糖
尿病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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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6日，阿静（化名）
夫妇手捧鲜花、怀抱历尽艰辛孕育
的新生宝宝，来到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生殖医学科，向为他们带来“好孕”的
生殖医学团队报喜，感谢医护人员为
其10年求子路画上圆满句号。

几经波折
踏上艰难求子之路

阿静今年37岁了，她从10年前
就一直积极备孕，但尝试了3年却一
直没有怀上。检查显示患有多发子
宫肌瘤及多发子宫黏膜下肌瘤，从此
她踏上了求医之路。阿静先后经历
了5次肌瘤剔除手术、近10次宫腔镜
手术、2次取卵手术、2次胚胎移植手
术、1次宫颈环扎手术……而在多地
求医奔波问诊中得到的答案几乎都
是：希望渺茫。

技术卓然
延续产妇新生希望

2022年初，阿静慕名找到厦门
市妇幼保健院生殖领域知名专家李
萍主任求助。

“病情非常困难，但只要不放弃，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们！”接诊
后，李主任对阿静的病情进行评估并
制定个性化详细的治疗方案。

同年 2 月，阿静进行了第一
次复苏胚胎移植，幸运女神并未
光顾，胚胎未着床。阿静理解医
生和自身的特殊情况，也愿意在
医生的鼓励下继续努力，良好的
医患互动延续。

结合阿静情况，生殖医学团队
为她量身定制了综合的专业诊疗
方案，涵盖了治疗宫腔积液、改善
内膜血供等内容，以调治结合的
多方举措为阿静下一次的移植做
好万全准备。

几经波折，同年8月行胚胎移
植术成功了，这对阿静夫妻来说是
无法形容的喜悦。

然而，阿静在孕早期就开始出
现阴道流血及下腹痛等症状，多次
彩超提示孕囊位置偏低，受怀孕体内
激素影响，子宫肌瘤开始不断增多和
增大，加之高龄初产、妊娠期糖尿病
等高危因素，生殖医学科和产科的

“胎儿保卫战”接力打响。

破冰而上
多学科联动保驾护航
在孕育的前几个月，生殖科医

生时刻关注病情，积极给予心理疏
导，并予抑制宫缩、加强黄体支持精

准保胎等措施。胎心稳定后，再将
“接力棒”交给高危产科魏玮主任继
续保驾护航，随时跟踪妊娠情况，以
便出现异常可以第一时间应对。

“魏主任，这几天我有点不舒服，
小腹有轻微坠坠地难受。”妊娠26周
多的一天，阿静向医生询问求助。

“你尽快赶来医院！”经验丰富
的医生立刻提高警惕，对阿静的监
测一点不能马虎。

难题还是出现了，赶到医院时

阿静的宫口已开了3厘米，情况危
急。高危产科团队紧急为阿静进行
了宫颈环扎并放置宫颈托予以保胎
治疗。在产科医生专业、认真、细心
的帮助下，阿静熬过了揪心的时期，
安全地走到38周。

面对满是瘢痕和肌瘤的子宫，
在科学评估她的情况后，产科团队
为她进行了剖宫产。然而，术中依
然面临重重风险。

之前的多次手术，阿静的子宫
创面多且大，子宫和周围的腹膜、腹
壁、肠管广泛粘连，还被肌瘤们“侵
蚀”得严重变形。

最后，凭着过硬的手术技巧，分
离粘连、胎儿顺利分娩，同时医生为
她切除了部分肌瘤，收获了母婴平
安的良好结局。

孕育承载着人类对美好未来的
无限憧憬，为更好地护航女性健康，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已建成全生命
周期的诊疗体系，从生命的孕育开
始贯穿妇女儿童的一生，以妇幼专
科优势护航女性患者怀得上、保得
住、生得好，并以持续提升的医疗
质量和专业能力，守护着一方妇幼
安康。 （廖小勇 林媛 陈锋）

10年20次手术求子路 破冰而上终好“孕”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为十年不孕、弥漫性子宫肌瘤患者开启幸“孕”之门

厦门市妇幼生殖医学团队为患者做
胚胎移植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