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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明明是个可爱的孩子，大大的
眼睛还泛着淡淡的蓝光，可是就在
他 !周岁学走路时摔了一跤，左股
骨中段骨折。从此右股骨、左胫腓
骨、右尺桡骨、左胫腓骨相继骨折，
到 "岁时他已有过 #次骨折。骨折、
接骨、愈合、恢复，这样一次又一次
周而复始。明明的下肢开始逐渐畸
形，有时只是轻轻一碰，就会出现骨
折，父母为此焦急求医，检查结果孩
子患的是“成骨不全症”。

成骨不全症又称脆骨病，民间
有“瓷娃娃”之称。成骨不全的群体
发病率约为 $%!&'(( 至 !%)&(((*中
国人群没有确切发病率的统计，有
报告约为 (+',!。这是一种遗传性
代谢性骨病，由于形成 -型胶原的
.种肽链之一发生突变而引起的。-
型胶原也存在于韧带、皮肤、巩膜
和牙齿等组织。因此，成骨不全的
主要临床表现是反复的骨折及骨
折导致的骨骼畸形；巩膜薄而透
明，透出脉络膜色素而呈蓝色或灰
蓝色；牙质生成不良（包括牙畸形，
不齐，呈琥珀色或乳灰色）；皮肤松
弛、肌腱和韧带松弛；耳硬化而导
致耳聋。病情的严重程度，个体差
异极大，轻重不等*严重者在宫内即
发病*出现颅骨骨折、脑干受压、心
肺功能衰竭，甚至死亡。轻者一生
都无明显症状，或仅有身高略矮，
蓝巩膜。

研究表明，/(0以上的成骨不

全患者是因为编码 -型胶原 !1链
基因（234!5!）和 -型胶原 !)链基
因（234!5)）基因突变所致。多有家
族史，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为散发型，
如上述明明家中，并无类似病例发
生。对于成骨不全的预防应加强产
前诊断，在孕期 !67!8周行 9超检
查，是成功的早期诊断方法。对于已
有类似患儿的家庭，更因做产前羊
水基因诊断。
对于因多次骨折已出现骨骼畸

形的患者来说，骨骼矫形手术、康复
治疗和温水浴等对症处理有助于将
来生活的自理。在成骨不全的临床
药物治疗中，二膦酸盐类药物当前
最具前途* 此类药物具有特异的骨
亲和力，吸收后沉积于骨，抑制破骨
细胞的活性，提高骨强度。
药物的长期报道较少见，但有

文献表明周期性静脉注射帕米磷酸
钠三年后，骨密度及骨结构的改善
速率逐渐减缓，而持续降低骨转换
的危害有所增加。但也有文献提出，
间断周期性使用二膦酸盐类药物，
直到青春期发育完全。因为成骨不
全具有自限性，青春期后骨折发生
明显减少，但女性绝经后及男性老
年后骨折发生率又会增加。而对于
症状较轻的成骨不全患者可无需药
物治疗。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

六人民医院骨质疏松和骨病专科副

主任医师"

! ! ! !溃疡性结肠炎，又称慢性非特
异性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病因不
明的直肠和结肠的炎性疾病。病变
局限在大肠黏膜与黏膜下层。且以
溃疡为主，多累及直肠和远端结肠。
临床表现有腹泻、黏液脓血便、腹
痛、消瘦，病情迁延，轻重不等，容易
复发。
中医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注重

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症状一般可分
为湿热内蕴、肝郁脾虚、脾胃虚弱、
脾肾阳虚、阴血亏虚、气滞血淤六
型。湿热内蕴型症属湿热壅滞，传导
失司，方用白头翁汤清热利湿，理气
止痛；肝郁脾虚型症属肝郁气滞、横
逆犯脾，方用痛泻要方疏肝理气，健
脾止痛；脾胃虚弱型症属脾失健运，
治以参苓白术散健脾和胃益气；脾
肾阳虚型症属脾肾阳虚，肠管不固，
方用附子理中丸合四神丸温肾健
脾，涩肠止泻；阴血亏虚型症属久泻
伤阴，湿热未尽，治以生脉散合六君
子汤加减养阴清热，益气固肠；气滞
血淤型症属肠络淤阻，腑气不通，治
以膈下逐瘀汤行气活血，健脾益气。
此外，在临证诊查之际，中医重视分
清主次，辨明缓急，标本兼治，重在
治本。初发或急性期，多属湿热蕴
结，常见腹泻急性发作，肛门灼热，

泻而不爽，里急后重，便后症减，以
清热利湿治之；缓解期或反复发作
者多为脾胃虚弱，肠道功能失调，常
见大便稀溏，里急后重，便后症不
减，以健脾益气治之。
另外，由于溃疡性结肠炎病变

部位多在直肠、乙状结肠，我们在临
床上采用口服中药结合自拟灌肠方
治疗，灌肠药可使药物直达病所，可
避免口服药因消化酶破坏药性，以
及苦寒伤胃等弊端，可防止或减少
药物对肝脏的生化反应和对肝脏产
生毒副作用，比口服给药吸收快，药
物作用时间长，容易被吞咽障碍者
及呕吐患者接受，从而更好地发挥
其治疗作用。
同时，溃疡性结肠炎初发应治

疗彻底，平时应注意饮食卫生，饮食
宜少渣易消化，营养均衡，足够热量
少脂肪，避免吃生冷食物，食物应煮
透烧熟，生活起居有规律，减少过敏
食物及损伤肠道食物的摄入，减少
精神负担和精神创伤，避免感染疾
病的发生，适当身体锻炼，提高机体
防病抗病能力。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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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本糖尿病专家梶山静夫约
从 1(年前开始，就对来医院就诊
的糖尿病患者，进行以进食顺序为
内容的饮食指导，)(1( 年 ) 月日
本糖尿病学会会刊上，曾介绍过梶
山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梶山说：
“总之此法实行起来十分简单，主
要是进食时先吃蔬菜，最后吃饭，
如此而已。”

目前广泛使用的糖尿病饮食
疗法，对患者来说有诸多麻烦，首
先要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血糖
值等确定每天摄入的总热量；然
后分别计算每种食材所含热量，
最后才能制定菜谱。由于过程繁
琐，许多患者开始还能按营养师
指导进食，到后来往往因为嫌麻
烦而半途而废。梶山认为防治糖
尿病最重要的是要操作简便，便
于坚持，于是着手研究进食顺序。
首先将约占每顿食量一半的蔬菜

和蘑菇、海藻等菜肴吃光，然后吃
肉、鱼、大豆、乳制品等含蛋白质
的菜肴，最后吃饭、面包、面条、芋
薯类、南瓜等碳水化合物，以及部
分蔬菜、水果。

梶山和大阪府立大学的今井
佐惠子教授一起调查这一饮食疗
法的效果，发现有两大优点：1+先
吃蔬菜者和先吃碳水化合物者相
比，同样抑制血糖值上升，但胰岛
素分泌量前者少于后者。原来蔬菜
里所含的膳食纤维能延长碳水化
合物的分解时间，从而推迟并延长
糖在小肠里的吸收。)+容易操作便
于坚持，故效果较佳。据统计，以限
制热量为主的饮食疗法，能坚持一
年者，约占患者总数的 :(0；而改
为饮食顺序疗法的患者，坚持一年
者达 /80，坚持两年者为 /60，被
确认有效改善血糖值的患者比例
高达 /:0。

狮王齿科卫生研究所武井典
子主持一项实验，她让 /位健康男
性，每人一个 1((克的饭团，吃到
饱腹为止。实验发现随节拍器每口
饭咀嚼 &(次者，与平时日常吃饭
者相比，两者餐后血糖值变化相差
无几，但胰岛素分泌量，前者比后
者少。每口饭咀嚼 &(次者，所花时
间平均为 :&分钟，比普通人多花
1&分钟；食量平均 &.8克，比平时
减少 1"&克。武井总结实验说：充
分咀嚼能较快获得饱腹感，因此可
以减少糖的总摄入量。

专家指出，在饮食过程中，如
果胰脏 " 细胞反复急剧分泌，会
导致胰岛素分泌功能衰退，加上
随增龄胰岛素分泌量也会减少，
因此为抑制糖尿病的发生，维持
胰脏 " 细胞的功能至关重要，饮
食顺序疗法有明显保护胰脏 "细
胞的效果。

! ! !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心脑血管疾
病不但高发而且呈年轻化趋势，虽说目前
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角”还是"(岁以上的
老年人群，但中青年发病率特别是心血管
病发病率也越来越高。近年还不时发生年
轻人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的悲剧。

其实，8(!的心脏病早逝都是可以避
免的。为了让更多的人拥有健康年轻的心
脏，医学专家向人们倡导心脏健康的十大
“护心法则”。

1+健康饮食：至少吃&种以上水果和蔬
菜，避免摄入饱和脂肪。低盐饮食。

.+生活态度积极、适当运动：每天:(

分钟的身体活动就可以帮助预防心脏病
发作和中风，而且也可以在工作时精神
抖擞。

:+不吸烟：戒烟后一年，冠心病的发作
风险将下降一半，吸烟的不良影响将持续
经年。

6+控制体重：减肥，特别是减肥的同时
配合低盐饮食，可降低血压。高血压是脑
卒中的头号危险因素，约&(0的心脏病和
中风由高血压引发。

&+定期体检：到专业医疗机构体检，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血压、胆固醇和血
糖水平，腰围与臀围比值，体重指数
（9;-）。一旦你知道自身存在疾病风险，
制定、实施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以改善
心脏的健康。

"+限制饮酒：限制酒精摄入量。过量饮
酒会导致血压上升*体重增加。

<+ 杜绝二手烟：争取做到工作场所

1((!无烟。鼓励管理人员给那些想戒烟的
人提供帮助。

8+把运动带到工作场所：工作中，让运
动见缝插针。比如骑自行车上班、午休时间
运动或散步。

/+杜绝“垃圾工作餐”：尽量在食堂选
择健康食品或到附近提供健康饮食的咖啡
馆或餐馆就餐。

1(+注意减压与放松：虽然尚未证实压
力是心脏病和中风的直接风险因素，但
与压力相关的吸烟、酗酒和不健康饮食
等是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利用午休时间
离开工作场所去呼吸新鲜空气。工作时
定时休息，做一些伸展运动，每次&分钟，
每天.次。
总之，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更

多的人拥有一颗健康年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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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伟义

传统的糖尿病饮
食疗法，重视摄入热量
的控制和营养平衡。最
近研究发现这样做并
非十分完美，为防止血
糖值急剧上升，在选择
食物种类、控制食物数
量的同时，菜肴进食顺
序和食物咀嚼次数等
饮食方式也十分重要。

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
危害我国国民健康的第一
病因。有统计显示，目前我
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经
超过2.7亿人，每年新发脑
卒中和心肌梗塞200万和
50万人，每10个成年人中
就有2个患心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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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浩

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药治疗
! 徐伟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