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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

! ! ! !时下，正值冬季，寒冷又干燥，是各种呼
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如果在感冒病愈后一
两个月后依然会咳嗽、鼻塞不止，很可能不
是感冒反复，而是患上了鼻咽炎。

患上鼻咽炎怎么办
从临床上来说，鼻咽炎是鼻咽腔受到病

毒、细菌的侵扰后引发的炎症。通过检查可
发现鼻咽部黏膜水肿、肥大、增生，并伴有分
泌物。患者常感到鼻塞、打喷嚏、流清（脓）鼻
涕、鼻咽部发痒、干咳痛有异物感、头昏头
痛、呼吸困难、乏力、嗅觉减退、记忆力下降
等临床表现。

患上鼻咽炎后，很多患者都有这样烦

恼：刚开始时，吃药打针还能起点作用，但
治来治去，始终不见彻底好转。这是为什么
呢？对此，医生是这样说的，鼻炎、咽炎因其
生理位置的特殊及发病因素的多样性、复
杂性，临床上单纯用药物或冷冻、穿刺等物
理治疗对它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治疗
作用也有限。

综合治疗是关键
从临床上来说，鼻咽炎是一种常见的

具有危害性的炎症，鼻咽干燥不适，有黏稠
样分泌物不易咳出，病症的长期出现会令
患者有不适感渐渐体现出来，所以需要尽
早并及时地采用综合的治疗方法，方才能

取得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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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事实上，任何疾病有个过程，从积累到
有症状，最终才疾病暴发。心脏性猝死亦是
如此，如果身体发出高危警报，就是提醒你
该“检修”了。心脏性猝死是发生在院外、急
诊室或者运往医院途中，任何心脏疾病引起
的、症状发作一小时内的死亡。发生心脏性
猝死的患者通常有心脏骤停证据，而且在死
亡之前二十四小时之内病人情况良好。然而
迄今为止，发生心脏骤停后存活率仅为大约
!"，即使拥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早期的除
颤实施方案的地区，提高救助存活率也是非
常困难的。因此，在这些人群发生心脏骤停

事件之前，预防尤为重要。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汪芳教授

表示，器械治疗即植入心律转复除颤器
（#$%）结合合理的药物治疗是科学的预防猝
死之道。#$%是一种植入式的心律转复除颤
器，它植入皮下能持续监测患者的心律变
化，一旦发生室性心律失常将给与相应的治
疗，包括电击治疗，及时的挽救患者的生命。
运用 #$%进行猝死的预防分为二级预防和
一级预防，二级预防是指对已发生过心脏性
骤停的患者植入 #$%进行预防，一级预防是
指对未发生过心脏性骤停的高危人群建议

植入 #$%进行猝死的预防。
专家表示，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尽可能让更多的猝死高危患者得到 #$%的
保护，需要让更多的医生充分认识猝死的一
级预防重要性，使猝死高危患者得到关注、
筛选和 #$%的保护；同时，也需要一个病人
易于接受的猝死一级预防的理念；因此，产
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猝死 &'!级预防。猝死
的 &(!级预防是在现有的一级预防的指南
的基础上，增加医生和病人更关注的四个
临床症状和指标，加强对猝死风险的关注，
认识和接受度。&(!级预防则是建议在满足
一级预防条件之外再关注以下四大高危因
素：更低的 )*值（+,-.）、晕厥或晕厥前兆、
非持续性室速、频发室早。只要合并这四大
高危因素中的一项或多项则需要建议患者
植入 #$%预防猝死的发生。这一举措的推行
有望大大提高高危人群的存活率，成为预防
心脏性猝死的新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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