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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糖尿病绝非由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
感染所引发的疾病，其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是先天的遗传背景及后天生活方式改变的相
互作用。有个形象的比喻将此比作“遗传因素
使子弹上膛，环境因素扣动扳机”。有些患者
可能会说：“父母都没有糖尿病，不存在遗传
背景，我怎么会得了糖尿病呢？”其实，这里所
说的“遗传”并不是指“父亲传给儿子”这种狭
义的家族遗传，而是指我们整个种族遗传的
背景。和西方人的种族比起来，东方人种族普
遍对糖尿病易感，这主要和我们祖先生活的
环境和我们的基因长期进化的过程有关。

即便存在糖尿病的易感性并不意味着必
然中招，只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持
良好的体形避免肥胖，也可以大大减少糖尿
病的发生概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哪些呢？
包括久坐、体力活动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
入、无节制的应酬、长期熬夜以及生活压力加

剧、长期抑郁等，这才是触发糖尿病发病“扳
机”的重要危险因素。

当然，有血缘关系的人具有相同的遗传
基因，即父母与孩子之间，祖辈与孙辈之间无
论哪一个人得了糖尿病，同家族的人得糖尿
病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
会传染糖尿病，如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同事
之间，即使有紧密接触也没有传染糖尿病的
可能。所以妻子得了糖尿病，不会因为做家
务、做饭就把疾病传染给丈夫和孩子；祖辈也
不会因为带孙辈就把糖尿病传染给孙辈。但
是，与糖尿病患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到底会不
会得糖尿病还取决于共同的环境因素。其中
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运动习惯、性格等都与糖
尿病的发生有关。比如：夫妻二人长期生活在
一起，彼此间互相影响，有趋于一致的饮食运
动和生活习惯，处于相似的环境中，一方得了
糖尿病，另一方得糖尿病的几率可能会增加。

而糖尿病祖辈带的胖孙辈，不仅具有遗传因
素，也因为具有同样的饮食结构和生活环境，
胖孙辈长大得糖尿病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所以，糖尿病尤其是 !型糖尿病归根到
底是一种生活方式病。它虽然“流行”但绝不
“传染”。这种“流行”是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
必然代价，反映的是人们对糖尿病发病认识
的欠缺和滞后。过去说糖尿病是“富贵病”或
是“贫困病”，只反映了糖尿病发病机制的一
个侧面，而从自我保健意识、自我生活管理角
度看，糖尿病更是一种“无知病”。全社会应该
积极动员起来，“未病先防”，大力宣传糖尿病
防治知识，使人们懂得富裕之后，仍然应保持
适量、均衡的饮食习惯，坚持适当的体育锻
炼、保持理想的体重和身材，遏制糖尿病的进
一步蔓延！

于浩泳（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
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本版图片 #$

! ! ! ! !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患病率已达到
令人担忧的水平。《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
数据表明，全球目前糖尿病罹患人数约
"#$$亿，预计到 !%"%年将发展至 &#!!亿。
而我国目前糖尿病形势相当严峻，总发病
人数已经超过 '!(% 万，糖尿病前期人数
)#(*亿。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进，代谢性手术
正成为治疗我国肥胖及 !型糖尿病患者的
新手段。

对于代谢性手术，肥胖症是第一类受
益人群，如果体重指数已达到中重度肥胖，
出现了如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脂肪
肝、血脂紊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严重
的鼾症、体重难以控制的持续增长、腰围男
性+'%,-，女性+*%,-，都是手术指征。

!型糖尿病患者，即后天各种因素造成
胰岛素分泌下降，胰岛素敏感性降低，机体
对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患者，因为手术改

善了这类同时合并肥胖的患者体内的负面
影响，提高了胰岛素的分泌及效用，使得重
回正常人群行列。而 )型糖尿病患者即先
天胰岛功能丧失的人群，手术是无法改善
先天不足的。同理，胰岛功能损害非常严重
的 !型糖尿病患者因为术后改善有限，手
术治疗效果不佳，因此，!型糖尿病患者术
前残存的胰岛功能仍有正常下限的一半以
上是手术的要求，这需要通过医院的检查
来判定，而要达到这个指征，糖尿病病程往
往是小于 )&年的患者。第二项要求是肥
胖，患者的体重指数大于 !*。

无论对于肥胖或是 !型糖尿病患者，
手术的年龄要求小于 $&岁。年龄过大，手
术相关并发症及手术各项风险将大大上
升，危及生命的风险也将大幅提升，而术后
糖尿病的恢复亦不理想。心肺功能太差无
法耐受手术，滥用药物或酒精成瘾或患有

难以控制的精神疾病的病人，或者对代谢
手术风险、益处、预期后果缺乏理解能力的
病人也不在手术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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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型糖尿病的疗
效。!%)$年美国糖尿病协会通过正式声明
肯定了代谢性手术的地位。我们希望更多
人了解这个手术，让更多的患者能从中受
益，重归健康生活。

张频（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
院普外科主任医师）

! ! ! !近日，第&!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
会上公布的一项全球研究数据显示，中国!

型糖尿病患者抑郁症发生率为)%#*.。
同时患有糖尿病和抑郁症这两种疾病

的患者出现疾病相关并发症的可能性，比
只患其中一种疾病的患者高出 !倍，共病
导致临床结局变差。
糖尿病与抑郁症存在许多共同的危险

因素，如患者具有相似的不良人格特征（焦
虑型人格、强迫型人格等）、遗传因素、幼年
精神创伤等。其次，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生
物学同源性，即一种病理生理过程同时促
进两种疾病发生。目前研究揭示，两者均存
在中枢神经系统某些区域的&/羟色胺（&0
12）和去甲肾上腺素（34）相对不足或绝
对缺乏，以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
轴（154轴）活性过度，导致出现共同的地
塞米松抑制试验异常，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4621）、血浆皮质醇增高和胰岛素抵抗。

先治疗抑郁有利于糖友治疗。对于糖尿
病共病抑郁的治疗目标，应该聚焦于抑郁症
的缓解或改善，以及控制血糖。糖尿病是慢
性病，而抑郁症常常会导致情绪低落，甚至
自杀，对生命而言更加凶险，快速改善或缓
解抑郁症状应该放在首位！从起效时间看，
治疗抑郁症要快于糖尿病，因此快速改善
抑郁症状后，更有利于糖尿病的自我管理。
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症治疗，首先是心

理干预，然后采用药物治疗，同时多补充镁
和维生素 7，并加强体育锻炼。另外，在对
糖尿病患者进行血糖控制的同时，要重视
其心态调整和情绪变化，家人要时常关注
患者的情绪，不要畏惧心理咨询和治疗。

李广智（浦东新区浦南医院精神科副
主任医师!

! ! ! !冬季是糖尿病病情加重和发生并发
症较多的季节，血糖升高会促使血小板聚
集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脑卒中等严
重并发症，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

拒绝燥热补品 糖尿病在中医学上又
称为消渴，其主要病机为阴虚，《内经》中
说“秋冬养阴”，所以养阴补虚是糖尿病患
者冬令进补的重要原则，但是在补品的选
择上也要因人而异。一般来说，糖尿病患者
不宜选择燥热之品，例如含甘草、鹿茸的制
剂，应以温补为宜，常用补药有人参、黄芪、
当归等。另外，冬令进补，尤以膏方为佳，
膏方进补具有补虚纠偏，调整人体自稳机
能的作用。糖尿病患者在血糖波动、存在
急慢性并发症的情况下不宜服用膏方。

适宜养精蓄锐 中医学强调“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冬季养生以敛阳护阴为

根本，顺应自然界收藏之势。但是，对于糖尿病患
者来说，保持运动还是必要的，需要注意把握好运
动的时间和强度，同时随身携带糖块、巧克力等食
物，以备低血糖发作时食用。

保持情绪稳定 过度的喜怒哀乐与糖尿病有
着微妙的内在联系。情绪出现波动时，交感神经兴
奋，可促使肝脏中的糖原释放进入血液，血糖水平
升高。《素问》中提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
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因
此糖尿病病人应学会控制情绪，保持情绪稳定。

杨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
科副主任医师）

共同的不良生活方式
滋生糖尿病家族聚集

糖尿病肥胖的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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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糖尿病与抑郁症
共病率高达10.8%

! ! ! !我国糖尿病相关慢性肾脏病已经超过
了肾小球肾炎相关慢性肾脏病，成为慢性
肾脏病的首要病因。!%%'至!%)!年，我国!

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肾病患病率在社区
患者中为"%8!&%.，在住院患者中约(%.。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卫生部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立新教授
指出，长期高血糖状态会让肾功能受损，会
增加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风险，出现低血
糖的几率会升高，同时会进一步增加肾脏负

担。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糖尿病患者，其低血
糖风险也更高，而且一旦出现肾受损，很多
依赖肾脏代谢的降糖药就不能用了。

7550(抑制剂作为新型降糖药物，广泛
适用于 !型糖尿病患者。以利格列汀为例，其
很少部分经肝肾排泄，因此，在降糖同时不
影响肾功能，对已经出现肝肾损伤的糖尿病

患者，也可在任何阶段无需调整剂量使用。
尿蛋白和肾小球滤过率是目前糖尿病

肾病的主要筛检项目。郭立新教授强调，糖
尿病患者要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若出现
泡沫尿、身体不同部位的水肿、血压升高，
可能是肾病早期的信号，应尽早到医院咨
询医生。 史馥

今天是“联合国糖尿病日”，让我
们“关注糖尿病”。

近二十年来，糖尿病的患病率急
剧增加，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
负担。有的专家将糖尿病形象地比作
“二十一世纪的流行病”。有的家族、家
庭几代人当中存在多个糖尿病患者，
还有的夫妻同时或先后发现患有糖尿
病。既然糖尿病的蔓延如此迅速、势不
可挡，它是不是一种类似肝炎、艾滋病
的传染性疾病呢？

知!心"话

别让糖尿病“偷袭”你的肾养 生 周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