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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曲张肿痛痒黑是溃疡分水岭【大话脉管】

去年4月，读者陶奶奶给记者
打来电话说，手机“不认”他们的脸。

陶奶奶和她的老伴，还有几位
老同事，住在一家老年公寓。单位
通知他们有时间到人社局办理一
下认证手续，据说要每三个月认证
一次。当时受疫情影响，养老机构
尚在封闭管理中，他们没法出门。
这就需要他们在手机上下载云南
人社“12333”App去登录认证。在
侄女的帮助下，老两口下载了软
件，可是到了人脸识别这个环节，
她轻松过关，老伴却一直通不过。
其他几位老同事也遇到这个问题，
院方工作人员协助解决，也没有通
过。有人估计是身份证上的照片
与他们现在的样子区别太大，让电
脑“傻了眼”。

认证通不过就领不到养老金，
老人们很着急，纷纷向原单位退管
科反映。陶奶奶单位退管科的同志
很快来到公寓帮他们解决难题。或
是换一个手机信号好的地方，或是
换一个光线好的自拍环境，有的老
人通过了认证。实在没辙的，就用

手持当天报纸照相的方式，上传照
片后也通过了。经过这件事，老人
们很担心以后每三个月要认证一
次，万一通不过，很麻烦。经过单位
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养老金领
取到现在还算正常，没有再要求短
时间内认证。

尽管如此，陶奶奶仍担心隔上
一两年再认证，自己的容貌变化又
会导致电脑不认她。该怎么办呢？
记者请教了公安系统的专业人士，
答复是这样的：

在人脸识别过程中，系统会对
前端在各种环境下采集到的人脸图
像，先采用光线规整、图像增强、关
键点分析、人脸对齐等进行人脸图
像预处理，使人脸图像更加清晰容
易检测出来，检测出人脸后采用训
练出来的特征模型进行人脸特征值
的提取，并对提取出来的特征值与
之前建立的人脸库中的人脸特征值
进行比对，输出比对结果确定是否
为同一个人。在整个人脸识别过程
中还会加入活体检测环节，比如摇
头、点头、微笑等动作，增加人脸识

别的应用安全性。陶奶奶他们刚开
始不容易通过认证，原因在于他们
此前的面部信息还没有入库，一旦
入库，以后识别起来就很快。还有
就是操作环境的影响，比如手机像
素、网络信号等。

那么容貌变化会影响识别
吗？有关专家表示：除非做了大
幅度整容，否则是不会遇到这个
问题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
高，长相很接近的人，比如双胞胎
肉眼很难分别，但计算机可以成
功区分。一个普通人能够准确辨
认的人，数量很有限。通常辨认
熟人很准确，辨认陌生人容易出
错，但计算机可以准确辨认千万
级甚至亿级的面孔。

尽管在“人脸识别”上几经波
折，不过陶奶奶还是觉得，相比到人
社局窗口去当面认证，手机上的操
作要方便一些，不用跑来跑去。当
然，前提是遇到这类问题，能有人提
供帮助，如果拨打的电话都是智能
语音，提示你按某某键进入，没个真
人来回答，还是很不方便。

老人老人““掌上办事掌上办事””为啥卡了壳为啥卡了壳？？

每年冬季都是脑梗高发期，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近期每
天都会接诊数名脑梗患者，而且这
个月来一周比一周多。

64岁的祁大妈家住杭州余杭
区，早年在当地开裁缝店，10年前
小中风后，她关了店铺，提早退休。
前不久的一个周六，正在公园打太
极的祁大妈突然感觉左手左腿发
麻，没了力气。女儿女婿马上将她
送到浙大一院总部一期卒中中心，
接诊的神经内科袁怀武主治医师检
查后发现，祁大妈已出现轻偏瘫和
偏身感觉减退。进一步问诊，医生
了解到祁大妈停服了抗血小板的阿
司匹林和降血脂的他汀类药物，再
结合她曾有中风病史，高度怀疑是
再次脑梗，需尽快查明脑动脉堵塞
位置，从而对症治疗。

检查结果显示，祁大妈脑部小
血管堵塞，大动脉没有被堵，考虑到
当时距发病才3个多小时，与家属
沟通后，医生进行了静脉溶栓治疗，
并在24小时后复查CT。目前，祁
大妈已顺利出院，随访也一切正常。

“冬季是脑梗高发期，特别是既
往有过中风史、高血压、高血脂、心
脏病或有抽烟饮酒、久坐不动等生
活习惯的，要特别注意保护脑血
管。”浙大一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彭国
平说，最近浙大一院三大院区每天
都会接诊多例脑梗患者，大部分是
老年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得此
病。脑梗是中风主要类型之一，基
本上三分之二中风患者都属于缺血
性脑梗，治疗原则就是越早就医越
好。如出现突然说话不清楚，嘴巴
歪，一侧手脚无力，一侧面部、手脚
麻木等，不要犹豫，赶紧就近就医。
彭国平还提醒，治疗后需遵医嘱继
续服药，不可擅自停药，有过中风史
的患者仍有一定几率复发。

当然，日常做好预防很关键，彭
国平建议，不妨从以下几点做起。

清淡饮食。少吃高脂肪、高热
量、高胆固醇食物，控制盐分摄入，
少吃甜食，可适当多吃如木耳、洋
葱、大蒜等有助于降血脂的食物。

坚持有效体育锻炼。每周至少
进行3次、每次半小时以上的运动，
运动要根据自身情况适当进行，以
免引发其他危险因素。

少烟酒。香烟中含有尼古丁等
有害物质，不仅会刺激血压升高，还
会损害血管内皮，加剧血管损伤。
而酒精易加速血流，造成脑出血。

定期就医。按照医生嘱咐，定
期服用预防卒中复发以及控制各种
危险因素的药物。 （浙江老年报）

作为中国脉管病泰斗，
无锡籍海派名医，奚九一教
授生前有个心愿，希望自己
对脉管病的毕生经验能够
传给年轻一代，造福故里。

特邀：奚氏清法第三代
传人、梁溪区优秀医师、无
锡易可中医医院奚氏脉管
中心主任朱成河。

曹老伯：小腿肿痛、发

红半年，下午会加重，有时
发痒。到医院查肾功能正
常，医生说可能静脉有问
题，但我也没看到有弯曲的

“小蚯蚓”，到底是什么病？
奚氏传承人解读：腿肿

的原因众多，临床上容易混
淆，常见的病因包括静脉性
水肿、淋巴性水肿和全身性
疾病引起的水肿。曹老伯
应考虑静脉性水肿，这类疾

病多发于小腿，久站会加
重，休息后能减轻，腿上曲
张的静脉常被肿胀掩盖，不
抓紧治疗会引发溃疡，一定
要专科医生上手明确。

针对这类疾病，奚氏脉
管中心在解决静脉高压、消
除肿痛、修复血管功能后，
再采用日间术式，解决凸起
的静脉。

（江南）

“很多事情动动手指就能搞定，无需到办事大厅，省时又省力……”当
前，各种“掌上办事”App，正不断提升群众办事的满意度。不过这些在年轻
人看来十分方便的App、小程序，却让不少老年人如临大敌。

找不到真人咨询是烦恼之一，
还有一个让老年人烦恼的情况是动
不动就要你绑定微信公众号和下载
App。这不，一个App就让刘女士一
气之下停用了某运营商的宽带业务。

刘女士退休多年，孩子们在外
地，每个假期她都会飞过去与他们
相聚，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因而出
门前，她都会申请停机保号、关掉宽
带，回来以后再开通。去年出门前，
刘女士打电话报备了停机保号，并
得到对方确切答复，回来以后打电
话开通即可。三个月后，刘女士回
到昆明，打电话想开通宽带却遇到
了麻烦。因为她的宽带已欠费，需
要先缴费才能开通。由于能提供人
工服务的网点太少，刘女士要去缴

费，就要折腾好几公里，且排队的人
很多。以往她都是在微信的“生活
缴费”功能里完成缴费，这一次却缴
不了费用。再打电话，说要办理“远
程柜台”，需要下载软件，手持身份
证拍照，上传后进行人脸识别。刘
女士认为太麻烦，索性停用了宽带。

在刘女士看来，近年来，城市生
活服务变化太大，缴费方式又不统
一，让她很不适应。她说：“有的服
务领域，一开始有网点服务，现在变
得找不到真人，要在网上缴费；有的
又要求办卡缴费，比如燃气费，旧的
燃气表换成电子表之后，燃气公司
就要求住户去办卡，把燃气存在卡
里，输入电子表中才能使用。”去年
底，她收到了云南电网的短信，告知

用户：从今年起，将由原来的手机短
信服务模式转换为互联网平台自动
告知，请用户在手机上绑定南方电
网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生活号。她
有一套东郊的房屋在出租，以前都
是收到电费短信通知后告知租户，
由她交费后，租户再将钱转给她。
但是现在这样的通知方式，让她不
得不去下载软件，而她的手机内存
已经被各种软件占得满满的。刘女
士觉得，如果每一项生活服务缴费
都要下载一个软件，还要设密码、记
密码，对像她这样的老年人来说还
是有负担的。刘女士表示：希望各
个服务领域能打通壁垒，让生活类
服务的选择与付费尽量融合在一个
平台里。 （据云南老年报）

手机“不认”他们的脸

缴费软件多了也头疼

正打着太极
突然手麻腿软
这类患者
本月每周都在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