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一系列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疾
病日趋增多，其逐年攀升的发病率已严重影响老年朋友的生
活质量和晚年幸福。退行性骨关节炎与年龄有着密切的关
联，在超过60岁的人群中，80%以上在膝关节可见骨关节
炎X线征象，50%被疼痛困扰。退行性骨关节炎的不良后果
超乎想象，人工关节置换是帮助患者恢复自理能力和挽救患
者及家庭生活质量的杀手锏。人工关节能解决哪些问题？如
何保养能用得更长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骨
关节外科主任王友教授为此详细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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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损伤通过假体置换

仁济医院骨关节外科主任王友教
授指出，膝盖是人体下肢最重要的“负
重”关节。站立或走平路时膝盖内软骨
平均要承受 !"#—!倍多体重的压力，
上楼梯时增为 #—$倍，下楼梯则为
%—&倍，深蹲增为 '倍。退行性骨关节
炎中最常见的就是膝关节的病变。膝
关节骨关节炎是慢性进展性的，表现
为缓慢发展的膝关节疼痛、压痛、僵
硬、关节肿胀、活动受限和关节畸形
等，其病理基础就在关节软骨。软骨长
期过度负重导致磨损破坏是退行性关
节炎的主要原因，增龄、肥胖、劳损、创
伤、炎症、关节先天性异常、关节畸形
等诸多因素均可促使关节软骨退化加
快，进而诱发关节滑膜炎症和关节边
缘和软骨下骨反应性增生。可见，骨关
节炎的病变中心是软骨损伤。

现代医学能通过各种物理和化
学的方式解决一些肌肉、筋膜、滑膜
等病变引起的疼痛，但是对于软骨磨
损损伤进程本身却无能为力，换句话
说，是“只治标不治本”。自身用坏了
的报废的组织结构当然要换一个替
代品，关节置换理应成为被大众普遍
接受的手术。

一旦进展至关节间隙狭窄、关节
软骨磨损，服用消炎镇痛药物、理疗
等保守方法都将无效。此时，人工膝
关节置换术是一道“杀手锏”，一招制
胜。王友教授表示，人工膝关节置换
术不是真正地“换关节”，仅仅是将已
磨损破坏的关节面切除，再换上一个
人工的“关节面”，病人的关节内的许
多部件如韧带、肌腱、软骨下骨等仍
然是自己“原装”的，一些人工关节甚
至设计成只置换 !"$关节面（部分置
换）。所以，患者一定要消除误解。人
工膝关节置换的目的是缓解膝关节
疼痛，维持关节稳定，矫正畸形，改善
功能，活动度可达 !!(!左右，可正常
行走、上下楼梯，使患者恢复生活自
理能力，提高生活质量。

许多老年人饱受膝盖骨刺疼痛
之苦，在接受局部热敷、理疗、中医手
法治疗后，仍时好时坏，不能平稳地
控制病情。这部分患者经影像学检查
往往会发现“关节鼠”，也就是关节内
游离体，是指关节内有可移动的软骨
或软骨碎片。关节内游离体可来自软
骨，骨软骨或滑膜，可以是完全游离，
也可以还有软组织束带相连。针对症
状明显、疼痛控制不佳的“关节鼠”，
王友教授推荐手术治疗，包括关节镜
手术清除游离体、手术切开彻底清除
关节内游离体及破碎的软骨等。

保养五措施赢过使用寿命

关节假体的使用寿命是每个病
人都关心的事。仁济医院骨关节外科
主任王友教授指出，关节假体有一定
寿命，一般为 !&—#) 年，约 &*—
!)*需再更换。全世界对研发未来更
耐磨、更长久的人工关节极为关注，
由王友教授领衔研发的国家重大课
题———+,,-（聚醚醚酮）新型全膝关
节假体的使用寿命可能达到 %)年。
目前临床上接受人工关节置换术的
患者年龄集中在 .)岁左右。是否注
意保养对关节假体的使用寿命举足

轻重，疏于保养和过度使用都会在短
期内造成假体的损坏。王友教授提出
的保养措施包括减重减少磨损、防治
骨质疏松、避免感染与栓塞、避免损
伤以及注重随访。

减重减少磨损 膝关节承受的
力量大部分来源于体重，减轻体重、
控制体重就能减少对人工关节的磨
损。关节置换术后的患者应适当减少
活动量，尽量避免过长距离行走、剧
烈的跑跳、登山、频繁上下楼梯或不
适当的负重等。游泳、水中健身操、骑
自行车、跳舞、打高尔夫等是对关节
假体磨损相对少的体育活动。平时可
以参加一般的体育运动及工作，不建
议从事重体力劳动。

防治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不利
于人工关节的固定，时间一长就可能
发生人工关节的松动和下陷。所以患
者要从饮食、药物、阳光、适当锻炼来
积极防治骨质疏松。

避免感染与栓塞 术前后都要
积极防治感染。如扁桃体炎、龋齿、皮
肤感染、手足癣等，经控制后再手术。
这是由于身体其他部位感染的细菌
有可能转移到人工关节的部位，引起
关节感染。人工关节后期仍有发生关
节感染的可能，严重的甚至要取出假
体，容易导致人工关节的彻底失败。
所以，要有效地防止全身各部位感
染。出现感染时如感冒、肺炎、疖肿、
尿路感染等，要及时治疗。另外，深静
脉栓塞也是医护人员难以控制的，患
者应按医嘱服用抗凝药物以及术后
早期积极适度活动，减少和避免深静
脉栓塞的发生。

避免损伤 遵循“训练肌肉，保
护关节”的原则，增强肌肉力量。良好
的肌力不仅能让患者活动自如，增强
肢体协调性和灵敏度，还能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关节受力。盘腿坐、坐过低
的矮凳或者下蹲有可能发生人工关
节的撞击，从而导致人工关节松动甚
至发生脱位。外伤骨折发生在人工关
节周围时，骨折不易愈合，且容易导
致人工关节松动，平时要多注意避免
外伤及跌倒。

注重随访 如同汽车要去 %/店
定期保养一样，患者一定要重视人工
关节的终身随访。复查时检查假体的
功能，检查骨密度是否有骨质疏松，
了解功能锻炼及恢复的情况，以便早
期发现是否有人工关节松动等不良
倾向。平时如果出现任何不适，都要
和医生沟通，及时解除隐患。定期随
访有利于早期发现问题并加以处理，
有助于延长关节的使用寿命。

本报记者 潘嘉毅

! ! ! !打鼾一度被认为是睡得沉
睡得香的表现，后来人们发现晚
上鼾声如雷的人白天照样昏昏
欲睡，精神状态大打折扣。其实，
打鼾带来的健康问题还真不少。

那么，打鼾是怎么发生的
呢？原来，当上气道存在狭窄的
情况，在睡眠呼吸时，气流在狭
窄的气道中通过，与软腭舌体等
软组织在气流作用下振动共同
作用，形成鼾声。当气道狭窄到
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气道阻塞的
情况，导致呼吸暂停。睡眠中反
复出现多次呼吸暂停，就会导致
夜间缺氧，进而反复憋醒而中断
睡眠，使睡眠片段化，浅睡眠增
多，深睡眠减少，睡眠质量差进
而导致白天疲倦乏力、精力不集
中、昏昏欲睡，甚至出现嗜睡。

睡眠时打鼾严重伴有反复
憋气则称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01/23。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睡
眠呼吸暂停引起交感神经功能
紊乱、胰岛素抵抗及炎症因子释
放，是高血压、糖尿病及冠心病
的独立危险因素。睡眠呼吸暂停
不仅影响糖代谢，也影响脂肪代
谢。我们发现睡眠呼吸暂停患者
大多伴有高血脂、脂肪肝，血脂
高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所以，打呼噜的危害性很
大，正所谓“打鼾非美梦，鼾起来
真要命”！因此，如果患有严重的
睡眠呼吸暂停，不治疗就会危及
健康，损害生活质量。

临床上主要诊断方法是多
导睡眠监测。一旦确诊，患者也
不要怕。常用的治疗方法有行为
治疗、呼吸机治疗、手术治疗以
及口腔矫治器等。医生根据患者
个体情况合理运用上述方法后，
疗效都不错。

刘素茹（医学博士）易红良
（副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附
属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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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目前，越来越多的报道及在权威
杂志发表的研究肯定了代谢性手术
治疗#型糖尿病和肥胖的疗效。代谢
性手术总体糖尿病缓解率约'45!*，
糖尿病改善率4.5.*，其中胃旁路术
治疗#型糖尿病的有效率可达4("6

4&"，治疗效果可长期保持。
代谢指标的控制是一场持久战，

术后的长期随访、生活方式督导和饮
食营养管理将是确保手术成功的重
要保证。如何巩固治愈率、减少复发
率将是今后关注的重点。对于患者来
说，千万不要把代谢手术理解为一劳
永逸的手段，即使术后恢复了正常的
体型、达到了正常的指标范围，也要
坚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保持体

型，通过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来保证
手术疗效的“长治久安”。 韩晓

科普活动

!月"(日下午"时%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在该院门诊大楼",楼会议室举办

第五届糖尿病根治俱乐部暨肥胖康复

患友会%欢迎肥胖的糖尿病患者参与&

! ! ! !如今，人们因工作压力大，
晚上经常加班，凌晨时分以后上
床者不在少数，这类人尽管非常
疲劳，还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时常惊醒，
在床上发呆到天亮。时间一长，
白天时常犯困，没有精神，脾气
也越来越暴躁，家人和同事都
觉得这类人越来越难相处了。
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失眠者中
至少 !7$的人晚上 !!时以后再
入睡。失眠者平均年龄段也提
前到了 $)至 &)岁的中青年，中
医证属肝郁阳亢。

中医在防治失眠伴慢性疾
病方面大有可为，临床上多以疏

肝解郁、平肝活血，兼以补肾健
脾、润肺宁心等法，辨证加减，针
对以失眠为主症的相关性慢性
病，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疗效。
中医认为晚上 !!时至凌晨

#时是人体最佳睡眠时间段，错
过这个时间段，睡眠质量大打折
扣。至于睡眠时间则因人而异，
个体差异较大，并非睡得越长就
越好。对此不必强行规定，只要
顺应自身生理节奏即可。每天睡
眠时间不可过少，必须保持在 %

至 &小时以上。如果长期睡眠不
足，会导致百病丛生。

许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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