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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想问

□本报记者 林颖
随着房屋使用年限的

增长，门、水管、电路、墙壁
等结构难免受到磨损与老
化。类似地，我们的心脏作
为生命的泵房，其内部“零
部件”如心脏瓣膜，在长期
运作中也可能受损。“心门”
坏了能换上新的“门”吗？

在9月29日“世界心脏
日”前夕，《医生我想问·省
立直播间》特邀福州大学附
属省立医院（福建省立医
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陈新
敬，为大家深入浅出地讲解
心脏瓣膜病的科普知识。

截至直播结束，全网观
看人次达16万。
心脏瓣膜病切不可拖延治疗

陈新敬手持心脏模型，
生动地向观众展示了心脏
瓣膜的精妙构造。

他强调，心脏瓣膜如同
心脏内的精密“门阀”，精确
调控着血液的单向流动，确
保心脏泵血功能的顺畅。
一旦这些“门”出现故障
——即心脏瓣膜病发生，将
直接干扰心脏的泵血效率，
对全身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由于不少患者缺乏对
心脏瓣膜病的重视，结果拖

延不治，最后出现心衰、心
律失常、房颤、中风等严重
并发症。

陈新敬就列举了一位
令他印象深刻的患者。一
天夜里，一位 70 多岁的大
伯因突然喘不过气，甚至
无法平躺，只能坐在救护
车的担架上，被送入省立
医院急救中心抢救。陈新
敬发现，陈大伯其实是自
己的老病号。由于一直对
心脏瓣膜病手术治疗犹豫
再三，结果一年后症状快
速进展，这次才出现了严
重的心衰并发症。

陈新敬提醒，当发现心
衰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前往
医院检查、治疗。一般医生
通过听诊，就可发现心脏是

否有杂音。若有杂音，患者
可通过心脏彩超做进一步
确诊。
反流“++”“+++”怎么治疗？

在心脏彩超体检报告
单上，不少上了年纪的患
者会看到三尖瓣反流、二
尖瓣反流、狭窄这些字眼，
其实这些都是心脏瓣膜病
的提示。

陈新敬指出，如果只是
“+”或“++”，说明对心功能
影响不大，无需特殊处理，
定期复查超声即可。如果
是“+++”，说明已是中重度
反流，这时要予以积极干预
治疗。

此时多采取手术治疗，
也有部分患者临床症状较
轻，也可采取药物治疗，但

效果比较有限。
“目前主动脉瓣膜手术

分为传统的开胸手术和微
创介入治疗。如果是心脏
瓣膜重度返流或者狭窄患
者，经专业医生评估，要及
时进行手术治疗，比如人工
心脏瓣膜置换术及成形术
或 者 微 创 介 入 治 疗
（TAVR）等。”陈新敬说。

心脏瓣膜的介入治疗
效果怎么样？

心脏瓣膜的介入治疗
创伤较小、恢复较快、手术
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能
让患者更快地恢复正常生
活和工作。随着技术进
步，其治疗效果也在不断
提升。

尽管具备了许多优势，
但介入治疗也有相应的适
应人群和禁忌人群。“倘若
患者出现严重合并症、病变
瓣膜结构特殊、心腔内血栓
形成等，则不适合采用介入
治疗。”陈新敬说。

介入治疗是一种新兴
的技术，省立医院心内科作
为全国首批国家心脏瓣膜
中心，是国内第一批开始
开展心脏瓣膜病介入治疗
的中心，目前年介入量已

位居全国前列，且形成了
集心内科、心外科、放射
科、超声科、麻醉科、手术
室于一体的多学科团队，
可以为心脏瓣膜病介入治
疗患者保驾护航。

目前，该团队开展了
数百例经导管瓣膜置换术/
二尖瓣钳夹术，高龄、超高龄
患者占比近10%，其中不乏

“90后”和“00后”患者。

□本报记者 陈坤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

尿病常见并发症之一。当血
糖控制不好时，会引起视网膜
毛细血管出现水肿、渗出和缺
血。

随着病情进展，患者会
出现视力模糊、眼前有黑
影、遮挡感等症状，最终发
展为视网膜脱离，导致视力
丧失。

9月24日，福建卫生报
邀请到福州爱尔眼科医院
眼底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郑宏华来到《医生
我想问》直播间，和大家探
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以下
简称糖网）的知识。

截至直播结束，全网观
看人次达20万。

患糖尿病3~5年以上
或有视网膜病变
这些人群需定期检查眼底

中秋后，福州爱尔眼科
医院门诊接诊的糖网患者
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由
于贪嘴，月饼吃多了而导致
糖网的发生或复发。

郑宏华博士解释，引

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原因主要是长期高血糖
状 态 或 者 血 糖 波 动 较
大。高血糖会损害视网
膜的微血管，导致血管通
透性增加、出血、渗出等
病 理 改 变 。 此 外 ，高 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病程
长、血糖控制不佳等因素
也会增加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的发生风险。

根据《中国成人糖尿病
前期干预的专家共识(2023
版)》等流行病学报道，糖尿
病发病率为12.8%，患病人
数约1.3亿，其中有约三分
之一，即3000万至4000万
患者伴有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这里面，又有约三分之

一，大约1200万人有糖尿病
性黄斑水肿，面临失明的危
险。糖尿病病程越长，糖网
的发生率越高。

糖尿病 3~5 年以上就
有可能发生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病程15年以上发生率
在90%以上。

因此，对已经诊断为糖
尿病的患者，应及时并定期
接受眼科检查，如发现病
变，应及时治疗。

除了糖尿病人群，还有
高血脂、高血压、老年人、近
视群体，特别是高度近视患
者等，眼内血管损伤的概率
较高，可以定期通过眼底照
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FFA）、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OCT）等确认视网膜的病
变情况。

六年前确诊糖尿病
21岁姑娘双眼无光感

直播中，郑宏华博士聊
到一个令他惋惜的病例。

一个 21 岁的小姑娘，
在15岁时已经确诊糖尿病，
但从来没有做过眼底检查，
等她发现眼睛看不见的时
候才来找郑宏华博士，那时
她已经发展成双眼高眼压、
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双眼无光感了。

“很可惜！这个小姑娘
确诊糖尿病后到糖网晚期，
这六年内哪怕是做一次眼
底检查，也不至于会出现瞎
掉的结果！”郑宏华博士说。

当然，更多病例是幸运
的。比如，一些糖尿病患
者，因为视力不断下降，误
以为是近视加深，想做近视
手术来矫正，结果在术前检
查时被查出糖网。郑宏华
博士给患者做了手术，打了
激光，同时予以眼内注药抗
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治疗，如今患者双眼视力都

保持得很好。
因此，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对于糖网的预后至
关重要。

如果发展到视网膜脱
离，就要通过手术将视网膜
复位。

每年的11月14日是联
合国糖尿病日，福州爱尔眼
科医院将每个月的14日定
为糖尿病眼病关爱日，在
院内开展糖尿病眼病患者
关爱行动——专家讲课、
现场互动答疑、免费眼底
检查及专家义诊活动。

手持心脏模型 传授“保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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