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测您近!"年的寿命 ! 张家庆

春暖花香 关注鼻畅
迎接4月13日第十一届“全国爱鼻日”

! ! !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平
均期望寿命已超过国际平均的!"

岁，上海则更是达到了发达国家的
水平。但这些数字终究是人口平均
值，我们个人如何，心中无数。今年#

月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
了一篇研究，提出了预测$%岁以上
的人近&%年的死亡率，可供参考。
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的专家从&''(年开始的研究，原来
是预测)年的“死亡率指数”，以后发
现可扩展到预测&%年，所以又发表
此文。方法是用&*项简单的指标打
分，凭分数高低预测+%岁以上的人
近&%年死亡的可能性。有人译为“生
命指数”，实际上就是活到*%*#年的

可能性有多少。
这&*个项目是：（&）男性得*分；

（*）不论男女，!%,!-岁&分，!+,!'
岁*分，"%,"-岁#分，"+,"'岁-分，
(%,(-岁+分，"(+岁"分；（#）近来
仍吸烟；（-）患过癌症（皮肤癌除
外）；（+）慢性肺部疾病；（!）心力衰
竭；（"）洗澡困难；（(）因健康或记忆
问题，不能管理金钱；（'）难以行走
数个街口；（#）,（'）各得*分；（&%）
糖尿病；（&&）难以推或拉动大型物
件，如沉重的椅子；（&*）体质指数

（./0）!*+公斤1平方米；（&%）,（&*）
各得&分。总分越少，活到*%*2年的
可能性越大。

有些项目在我国要变动，如亚
洲人./0正常值比西方人要低。此
外，遗传、环境、医疗条件、经济情况
及饮食生活习惯等不同，结果也可
能不同，但至少可作参考。
此“生命指数”最坏的情况是最

高*!分，不能活到*%*2年的可能性
是'+3。最低%分者不能到*%*#年的
可能性仅*4(3。统计结果各打分在

原文有一表格，如&分为-3，#分为
'5&3，$分为*&3，"分为)%3，'分
!*3，&&分(&3，"&)分为'$3。

他们提出的指数并非信口开
河，而是根据循证医学的统计来定
的。而且经过&'"&%人分*批统计&%

年中的死亡率作为验证。例如得2分
者预测为'6&7，*次实际验证都是
&%3；得&%分者为"&3，验证都是
"%3；"&)分者'+3，验证各为'!3

及'23，等等。
研究者的目的是为了让医师了

解各个病人的预期寿命，对选择各
种筛查及治疗的利与弊可有所考
虑。例如预期寿命长者糖尿病的血
糖控制要更严格，肠癌、子宫颈癌等
预防性筛查要更积极。预期寿命不
多者对某些损伤性、时久才见效又
费时费钱的筛查可略而不作。如前
列腺癌的89:筛查可不做，因即使
有前列腺癌也不会在短期内损害人
体生命。
我们+%岁以上的人都可算出此

指数，但不论得分高低，都要正确对
待，因此指数不是铁定的。尤其是分
数高者要乐观，不要因此而终日提
心吊胆、灰心丧气，而要与医师商讨
如何积极处理目前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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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暖花开，正是一年中过敏
性鼻炎高发的时期，针对不少患
者对过敏性鼻炎的认识误区，在
“爱鼻日”到来之际，也谈谈过敏
性鼻炎的治疗理念。

过敏性鼻炎又称变应性鼻
炎，是鼻腔黏膜的变应性疾病。过
敏性鼻炎有四大症状：鼻痒、鼻
塞、打喷嚏和流清涕。然而，并非
出现了四大症状，就一定是患了
过敏性鼻炎，应该到耳鼻咽喉科
做鼻腔专科检查，实验室检查及
皮肤过敏原检测，查出具体的过
敏原。如果这几项均为阳性，则可
诊断为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过去分为季节性
和常年性，*%%&年世界卫生组织
根据病程将过敏性鼻炎分为“间
歇性”和“持续性”两类。季节性
（间歇性）过敏性鼻炎一般每年发
病时间一致，其过敏原大多为花
粉，常年性（持续性）过敏性鼻炎
则在一年多数日子中发病，其过
敏原大多为尘螨。

过敏性鼻炎若不及时治疗可
诱发鼻息肉、支气管哮喘、分泌性
中耳炎、鼻窦炎等疾病，由于炎性
介质的释放和过敏性炎症的发作

导致鼻痒、鼻塞、打喷嚏和流清
涕，导致学习能力、工作效率和生
活质量下降，因此患者绝不可忽
视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过敏原是引发过敏性鼻炎的
“罪魁祸首”，远离尘螨、屋尘、宠
物皮毛、花粉、植物纤维、刺激性
气体等过敏原，是预防过敏性鼻
炎的最重要环节。若要知道自身
的过敏原是哪些物质，建议病人
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测。

*%%&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鼻
用激素为过敏性鼻炎治疗的首选
用药。鼻用激素在鼻黏膜的受体点
上取得高药物浓度，而全身吸收极
少，持续用药抑制过敏反应。鼻用
激素可明显改善过敏性鼻炎的主
要症状，帮助恢复鼻功能，长期定
时坚持使用还能预防过敏性鼻炎
的发作。具有使用方便，疗效确切，
副作用小，可长期使用等优点。
目前，临床上用药物治疗过敏

性鼻炎通常只是能控制或缓解症
状（俗称对症治疗），因而也就做不
到针对性地预防和治疗。对过敏性
鼻炎患者，一定要做过敏原筛查检
测，查清楚到底是接触性的、食入
性的还是吸入性的过敏原引起的

过敏反应，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国际标准化过敏原检测，采用
酶联免疫法快速、准确、无痛检测
过敏原。该方法可对患者血清或
血浆中的过敏原（总0;<、总0;=、
特异性0;<等）进行定性和定量检
测。过敏原检测的目的是为了更
有效地进行脱敏治疗。
“脱敏疗法”又称为“特异性

免疫治疗”，是指给过敏患者应用
低浓度的过敏原，然后逐渐增加
浓度，从而让过敏患者逐渐适应
特定过敏原的刺激，最终让患者
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相应过敏原
后不再发生过敏反应。脱敏治疗
最常用的方法是皮下注射，此外
还有其他的给药途径，例如口服、
鼻内、舌下等。“特异性免疫治疗”
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
目前唯一可以影响过敏性疾病基
础机制，针对病因的治疗方法。它
除了能减轻症状、减少对症用药
使用外，还可以改变过敏性疾病
的发展进程，预防过敏性鼻炎进
一步发展成哮喘以及避免新的过
敏症发生。

!作者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

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

追查过敏性鼻炎的“祸首”! 马兆鑫

! ! ! ! )%岁的张女士长期咳嗽
一年，经常伴有胸痛、失眠，
甚至出现小便失禁，她在门
诊抽血化验胸片均未找到明
确原因。一次她偶然到耳鼻
咽喉科就诊，做了鼻窦AB检
查，发现右侧鼻窦内有明显
的炎症，经耳鼻咽喉科医生
采用鼻内窥镜手术治疗后，
其症状很快消失。原来张女
士的咳嗽是鼻窦炎引起的。

一般感冒后的咳嗽大部
分会在(周内消失，持续(周
或更长的一段时间的咳嗽临
床上称为慢性咳嗽，在医院
非常常见，其原因也多种多
样，主要包括：哮喘，返酸，吸
烟，支气管炎，肺炎，肺部良
恶性肿瘤，肺气肿，支气管扩
张，肺结核，异物等。然而，为
普通市民所不知道的是，鼻
腔疾病也是导致慢性咳嗽的
最常见原因之一，甚至可以
高达*%7以上。很多鼻腔疾病
包括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花粉症），以及鼻窦炎鼻息
肉等均可能引起慢性咳嗽。

鼻子的后部与咽喉部相
连，患有鼻窦炎的人，一般鼻腔的
分泌物都会变多，这些分泌物会
顺着鼻腔向后倒流到咽喉部，刺
激咽喉，从而产生慢性咳嗽的症
状。病人经常抱怨有鼻涕倒流到
咽喉部，经口吐出，临床上称为
“鼻后漏”。当然，部分病人也可能
不伴有鼻后漏，而伴有其他症状，
如鼻塞、打鼾、嗅觉下降等。而过
敏性鼻炎的病人因对外界某种物
质过敏，可产生过敏性咳嗽，表现
为咳嗽的同时伴有鼻痒、打喷嚏，
这类咳嗽多与过敏因素直接相

关，可伴有哮喘。
因此，当你咳嗽经久不

愈，特别是伴有上述鼻部症状，
或者内科检查未发现病因时，
可到耳鼻咽喉科进行检查鼻
腔，在医生的建议下行鼻内窥
镜或鼻窦AB检查，说不定慢性
咳嗽的病根就在鼻子上。

而对于儿童的慢性咳嗽，
更应该注意排除鼻腔疾病。研
究表明，鼻窦炎已经成为小儿
慢性咳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小儿年龄较小，很多情况
下后吸的鼻涕无法吐出，多随
唾液吞咽下去，家长很难发现
小儿流鼻涕症状，因此容易忽
视鼻腔疾病的存在。所以，如果
孩子出现反复咳嗽，尤其是伴
有鼻腔流涕、鼻塞等症状时，或
者每次睡眠时都出现呛咳，家
长应想到去耳鼻咽喉科检查。
另外，儿童腺样体肥大也

是导致咳嗽的重要原因。腺样
体是儿童时期重要的免疫组
织，位于鼻腔的后部，腺样体
肥大后可使气道狭窄，导致张
口呼吸，睡眠打鼾，而气道狭
窄本身又会引起鼻窦炎，引起

咳嗽。
对于鼻腔疾病引起的咳嗽，

可以药物或手术治疗。药物包括
抗菌、抗过敏以及局部用药。手术
主要适于药物治疗无效的鼻窦炎
以及鼻腔内出现息肉的患者。过
敏性鼻炎导致的咳嗽还可以脱敏
治疗。而对于儿童，手术应从严掌
握，一般限于药物治疗无效，且经
常打鼾流涕，腺样体肥大的小儿。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

医师#专家门诊$周一%周四上午"

! ! ! !#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

医院!上海市五官科医院"于!月"#日

$%&&'()%&&&组织鼻科专家在医院!汾

阳路*#号"开展鼻病义务咨询活动'

#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耳

鼻咽喉科于!月)#日$$+&'",$&&&

在医院-号楼四楼大厅举办(爱鼻

日)健康咨询义诊活动*

#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耳鼻咽喉科于!月).日$$++'))%++&

在医院门诊.楼南侧举行 (爱鼻

日)义诊活动*

!爱鼻日"义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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