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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课堂

告诉您所不知道的

糖尿病前期应尽早干预
众所周知，糖尿病是一种慢

性疾病，成因为胰腺不能分泌胰
岛素或胰岛素不能发挥正常功
效来调节血糖水平。糖尿病的发
病率高，每十个成年人中就有一
个患上糖尿病，但可怕的是，超过
一半人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很
多病人是得了其他病，在就诊时
才发现有糖尿病”，卜瑞芳介绍。

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如今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群众多，亟
待引起重视，并应尽早进行干预。

糖尿病前期是一种血糖异
常的状态。处于糖尿病前期，说
明人体的糖调节功能已受损，但
尚无糖尿病的症状。据 2010 年
全国范围内的流行病学调查研
究显示，如果把空腹血糖、餐后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都考
虑进来，目前我国有 50.1%的成
年人，即接近 5 亿人正处在糖尿
病前期。由于糖尿病前期几乎没
有任何临床信号，大部分患者都
在不知不觉中发展为糖尿病，错
过了预防糖尿病机会。

据了解，由于糖尿病前期没
有临床症状，想要尽早识别糖尿
病，可根据一些糖尿病的高危因
素作为预警信号。以下几类是糖
尿病高危人群：40 岁以上；有二
型糖尿病家族史；久坐人群；
BMI≥24kg/m2 的超重人群（或
男性腰围≥90cm，女性腰围≥
85cm）；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
人群；有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
管疾病的人群；曾使用过激素
或抗抑郁等精神类药品的人
群；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等。在
以上各项中，如果占有一项即
为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建议每年
做一次空腹和餐后血糖检测，如
果空腹血糖为 6.1-7.0mmol/L，
餐后血糖为 7.8-11.1 mmol/L，
就意味着已进入糖尿病前期。

哪些人较易患上二型糖尿病？
在糖尿病人群中，90%都是

二型糖尿病，该种类型有较为明
显的遗传倾向。专家展示的一张
二型糖尿病遗传的机会率图表
显示，如果父亲或母亲任何一方
有糖尿病史，子女患有糖尿病的

机会率有 15%，如果父母双方都
有糖尿病史，子女患病的机会率
则攀升到 75%。

二型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包
括家族中有糖尿病人者；中年或
以上肥胖、缺少运动者；患有高
血压或高血脂者；曾患有妊娠期
糖尿病者；曾生产 4 公斤或以上
婴儿者。

对糖友来说，除了饮食控制、
维持标准体重外，在服用药物的
同时，应注重监测血糖，评估自身
状况。卜瑞芳介绍，糖尿病患者的
血糖监测，尿糖是不准确的，不能
以此判断血糖控制情况。

糖尿病非酮症高渗昏迷
在老年人中更多发

糖尿病的并发症分为急性
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所谓急
性，也就是及时得到治疗绝大多
数可以恢复的，常见的有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糖尿病非酮症高渗
昏迷、低血糖等。”卜瑞芳介绍，
一些病人血糖过高，容易引发糖
尿病酮症酸中毒和糖尿病非酮
症高渗昏迷，当出现两种情况
时，必须要送到医院抢救。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糖尿
病并发症中较严重的症状之一，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可能导
致患者死亡，典型症状如多饮多
尿、体力及体重下降的症状加
重；胃肠道症状，包括食欲下降、
恶心呕吐；有的患者，尤其是一
型糖尿病患者，临床表现可出现
腹痛症状，有时甚至被误为急腹
症。此外，还有酸中毒所致的呼
吸改变、脱水与休克症状等。

值得关注的是，糖尿病非酮
症高渗昏迷在老年人中多发，死
亡率比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更高。
高血糖昏迷会表现为严重口渴
和血糖升高，但一些老年患者由
于中枢反应能力下降，常常感觉
不到口渴，也不会去喝水，最终
导致情况严重。高渗昏迷往往有
比较明显的外在表现，有糖尿病
的老人可能会出现情绪越来越
淡漠，不太讲话，这提醒家属一
定要当心，发现异常务必及时送
医院抢救。专家指出，预防高血
糖昏迷症，要做到按时服用降血

糖药物或注射胰岛素；注意饮
食；当患病时，要增加测试血糖
的次数；一旦血糖持续上升或有
高血糖症状，就要立即就诊。
“发生低血糖对身体的危害

很大，尤其是对老年人群来说，
是我们在临床中最为担心的情
况之一。”卜瑞芳说，低血糖是另
外一种较常见、认知度较高的糖
尿病急性并发症，当糖尿病病人
血糖水平低于 3.9mmol/L，或出
现低血糖症状，即为低血糖。日
常生活中，特别要防止出现低血
糖，当老人出去锻炼时，包里要
带上糖果、饼干一类的食物。当
低血糖出现时，病人应立即进
食，建议吃两粒果汁糖或葡萄
糖，或三分之一罐含糖汽水。当
症状改善后，可以吃两块饼干或
一小碗饭（面）。如果出现昏迷，
切勿强行喂食物，正确的做法是
立刻送到医院处理。另外需要注
意的是，代糖不能用来改善低血
糖的症状。

糖友容易发生无痛性心梗
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包括

大血管病变和微血管病变。前者
如心血管病变、缺血性脑血管
病、下肢动脉闭塞症，后者如糖
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神经病变。

其中容易被患者所忽略的一
点是无痛性心梗。专家介绍，普
通人发生心梗，会有剧烈胸痛等
明显症状，但对于糖尿病病人来
说，需要警惕的是，很多患者并
没有胸痛症状。因此，如果患有
糖尿病，并且近段时间常出现胸
闷、不舒服等情况，一定要到医
院做个检查。

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病风险
要比普通人群增加 2-4 倍，吸
烟、血脂紊乱、高血压、肥胖特别
是腹型肥胖等都是引起糖尿病
性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晚报记者 蓝田）

糖友要警惕无痛性心梗
关于糖尿病，有些你可能不知道的细节

6 月 7 日出版的世界级医学
杂志《柳叶刀》，在关于中医药治
疗帕金森病的文章中，提到了无
锡易可中医医院创始人之一的
魏江磊对帕金森病的研究成果。
魏江磊的研究成果显示，帕金森
病非运动症状、运动并发症、异
动症方面，中医治疗有较大希
望。

魏江磊和他的团队倡导“帕
金森病 FIX 系统治疗”，通过中

西医结合、内外治结合，开展各
种游戏化的康复锻炼和帕金森
病导引术，每周四在易可中医医
院三楼举行帕金森病友俱乐部
活动，帮助帕金森病患者克服抖
动、僵直现象，实现康复。

易可中医医院脑病科主任华
晓庆是魏江磊的得意门生，针对
病人反馈汤药难以下咽的问题，
他特意向老师请教，并拜药学专
家、老药工为师，将汤药改良成

方便可口的膏方，并将中药材进
行破壁处理。经过对多位帕金森
病患者的治疗对比，通过中医破
壁的膏方，患者吸收增强，药效
也改善了，部分患者的“剂末现
象”和其他症状都有了不同程度
改善。除了口服中药外，该院还
有推拿、针灸、易筋等专门针对
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疗项目，并由
多位专家指导。

（江南）

每周四帕金森病友开放日
《柳叶刀》提到的中医治疗帕金森无锡有

昨天早晨，当在家门口吃早饭的蒋阿
婆接过我送上的刊有她和老伴在自家门前
吃粽子照片的《江南晚报》时，对在屋里的
老伴喊了起来。

今年端午节前的一天早晨，我路过蒋
阿婆家门口时，拍下了蒋阿婆夫妇吃粽子
的画面，并发在了朋友圈，后被晚报刊登在
6 月 12 日 B4 版上。

老两口昨天看到报纸后开心地说：“没
想到 80 多岁的老人还上了报。”邻居对他
俩说：“赶紧把报纸好好保存起来。”

（通讯员 穆平 /文、摄）

编 读 往 来

7月 6日，由无锡市营养保健协会主办、糖尿

病互助协会协办的糖尿病健康大讲堂，在市疾控中

心举办，当天“百点万人共控糖”项目正式启动，由

糖尿病互助俱乐部联合多个商家成立糖友爱心服

务点。活动现场，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专家卜瑞芳

为广大糖友上了一节实用的健康课，将患者在疾病

治疗过程中容易忽略的问题一一列举，让在场的糖

尿病患者们受益匪浅。

“快来看，我们上晚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