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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 /

! ! ! !在看病也要“个性化”的时代，推动!"#

（多学科诊疗模式）的建设考验着一家医院
领军者的决策力。骨质疏松性骨折整合门诊
（!"#）日前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正式开
诊，这也是六院迄今为止开设的第$个!"#

整合门诊。
骨质疏松性骨折整合门诊是以骨质疏

松症引发骨折的病人为主要诊疗对象的特
色门诊。骨质疏松性骨折又叫脆性骨折，是
绝经后妇女和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是
人口老龄化以后发病率持续上升的慢性病
种。患者往往由一次跌倒或者一次弯腰引发
的骨折开始，给病人带来痛苦，让家属增添
烦恼，对社会成为负担。骨质疏松性骨折具
有发病率高，老年人多和伴发疾病范围广的

特点，特别是骨折急性期、长期骨折不愈合，
或者反复骨折加上骨折后患肢功能恢复不
良的病人，往往行动不便需要家属陪护，这
样的求医人群有多系统、多脏器的问题而多
次往返于不同科室，对患者和陪护人员都会
造成不小的困扰。

骨质疏松性骨折整合门诊由骨科、骨
质疏松科、康复医学科和疼痛科专家组成
的专家团队，对骨质疏松性骨折以及其他
伴生性疑难杂症疾病作出规范化诊断和个
性化诊疗。团队骨科专家都从事骨科临床
%&多年，能从患者的身体、心理及经济条件
出发制定切合实际的保守或者手术治疗方
案；治疗期间，康复科专家全程介入，帮助
患者恰当锻炼以最大限度恢复肢体功能；

疼痛控制专家依据丰富的药理知识和麻醉
经验，避免多重药物配伍禁忌，制定符合现
状的镇痛方案；骨质疏松科专家，能够从病
史和临床检测中找到造成骨质疏松症的原
因，展开个性化治疗；骨折愈合后，还要制
定慢病管理举措，让患者避免再次骨折！骨
质疏松性骨折整合门诊是针对单一病种的
综合诊疗，是帮助患者控制疼痛、提升生活
舒适度的必经之路，也是正规操练恢复肢
体功能的训练基地。

伴随医学技术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
细，专科和亚专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临床科
室目录中。而专科细分给患者带来专业诊疗
服务的同时，也招致一些弊端，如不同专科
的医生各自为阵，他们往往只熟悉自己的专
业领域，对其他领域的新技术、新发展不甚
了解。而这显然不利于患者得到序贯的综合
治疗，相应地也使各学科间少了很多“教学
相长”的机会。恰恰，!"#具备打破专科壁
垒的天然属性。

对于病患而言，!"# 团队体现了以人
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初衷，规避传统科室
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局面，采用“联合作
战”的方式，对病患进行详细的检查和细致
的评估，针对具体病情设计最为恰当的诊疗
方案。

在骨松 !"#之前，六院已开设了眩晕、
骨与软组织肿瘤、痛风'高尿酸血症、疑难甲
状腺甲状旁腺、复杂肠癌、糖尿病足、脑血管
病、转移性骨肿瘤等多个专科方向的整合门
诊，为多学科合作提供适当的平台。同时，也
帮助患者获得个性化、多学科、全方位的“一
站式”高质量、高效率治疗，对提高病人存活
率、改善预后意义重大。目前还有多个整合
门诊在积极筹备中，预计到今年年底，六院
的 !"#数量将达到两位数。
顾卓敏（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 ! ! !小龙虾，吃货们的心头爱。但随着近几
年“吃小龙虾得怪病”的大幅报道，人们在无
法拒绝美食诱惑、大快朵颐的同时，不由心
生惶恐：小龙虾还能吃吗？

吃小龙虾的危害直指横纹肌溶解综合
征。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指各种原因导致的
横纹肌细胞损伤，细胞膜完整性破坏，细胞
内容物（如肌红蛋白、肌酸激酶、小分子物质
等）漏出至细胞外液及血液循环中，多伴有
急性肾功能衰竭及代谢紊乱，严重者可致
死。该病的典型表现为肌肉疼痛、无力，尿液
呈酱油色，亦可有发热，当急性肾衰竭病情
较重时，可有少尿、无尿及其他氮质血症及
代谢紊乱的表现，如恶心呕吐、高血钾、酸中
毒等。

虽然目前吃小龙虾可致横纹肌溶解综
合征，在科学研究上尚无明确定论，但从流
行病学调查上看，两者有明显的相关性。比
如吃小龙虾的季节患者激增，多数患者发病
前进食过小龙虾，聚餐后有集体发病，进食
多者病情更重等。

同时，流行病学的统计显示，同样吃小
龙虾，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有人症状轻有
人病情重，所以需要做人群区分。首先，慢性
肾脏病患者不宜吃小龙虾，其肾脏代谢本来
就异常，发生疾病的概率就会高很多。其次，
高尿酸血症患者也不宜吃小龙虾，小龙虾富
含嘌呤，大量食用，尤其同时畅饮啤酒，容易
诱发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如不注意控制
则很容易病发。再次，过敏体质者最好不要

吃小龙虾，小龙虾属高蛋白食物，烹饪要烧
熟烧透，越生的蛋白越容易诱发变态反应。
最后是他汀类调脂药服用者，目前在高血脂
症、心脑血管病患者中广泛使用他汀类调脂
药，副作用主要对横纹肌有影响，表现为肌
肉酸痛、无力、肌酸激酶增高，因此这类患者
享用美食也需小心。

原来，慢性病患者吃小龙虾还是有不少
健康隐患的，患者要对自己的病症了如指
掌。建议大家吃小龙虾还是要去正规、卫生
条件好的餐饮场所，一定要蒸熟、煮透，避
免过量食用，这样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才能
更健康。 本版图片 !"

赵晋媛(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徐汇分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

! ! ! !肛瘘是一种常见的直肠肛管疾病，发病
率仅次于痔疮，约占肛肠疾病发病率的
*+,&-，肛瘘发病的年龄以 %&./&岁青壮年
为主，男性发病多于女性，可能与男性的皮
脂腺分泌旺盛有关，克罗恩病和糖尿病患者
是肛瘘的高发人群。肛瘘是指直肠或肛管与
周围皮肤相通的一种异常管道，就像是在直
肠内壁与肛周皮肤之间开辟一条“隧道”，大
部分肛瘘的形成是由于肛门直肠脓肿破溃
后引起，脓肿向周围扩散，穿破皮肤形成内
外相通的“隧道”。肛瘘的主要症状是肛门周
围反复流出少量的脓性、血性、黏液甚至粪
液，因此肛瘘俗称“老鼠偷粪”。肛瘘虽然是
良性疾病，一般不危及生命也极少恶变，但
患者苦不堪言，肛门的流脓、流粪和散发的
恶臭给患者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
此又被戏称为“人生最痛苦的漏洞”。

肛瘘一般不会自愈，药物也起不到根
治的作用，因而必须要手术治疗。肛瘘治疗
的关键是对内口的处理，手术时不能确切
找到内口，或内口处理不合理，是手术失败
的重要原因。即便外口可能暂时愈合，但因
直肠、肛管处的入口仍然存在，肛瘘仍然容

易复发。
%&世纪 0&.1&年代是肛瘘治疗发展过

程中的一个“黄金时代”，复杂性肛瘘的手术
治疗方式得到不断改进，治愈率也有显著提
高。进入 %&世纪 $&年代后，盆底超声和肛
管磁共振开始应用于复杂性肛瘘的术前评
估，显著提高了瘘管形态学评价的准确性。
近年来，由于越来越重视对肛门功能的保
护，各种“括约肌保留技术”的开展成为复杂
性肛瘘治疗的新热点。人们追求更小的切
口、更小的创伤、更短的愈合时间，是名副其
实的“小时代”。在这个“小时代”里，一种集
肛瘘探查和治疗于一体的新式武器诞生了。
视频辅助肛瘘治疗技术（2334#），是一

种微创的治疗复杂性肛瘘的最新技术，它利
用精密的视频设备从外口钻到瘘管里面，瘘
管走到哪里就追到哪里，顺藤摸瓜，直奔内
口。由于“清剿”工作只在瘘管里面进行，周
围的组织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显著减少了
创伤。同时内口的行踪难觅和肛门功能保护
等问题都迎刃而解，最后再用精巧的闭合装
置彻底地闭合内口。内口的确切闭合和瘘管
的全面清理是其手术效果的重要保证。举个

形象的例子，就如《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
故事情节，传统的手术是炸开山顶来探寻强
盗的宝藏，而 2334#就如一句轻巧的“芝麻
开门”，宝库的大门自动打开，然而这个宝藏
却是现实中错综复杂的瘘管。
我们对首批接受 2334#治疗的复杂性

肛瘘患者的效果进行总结，并发表了目前国
内唯一的 2334# 治疗报道，再次肯定了
2334#的疗效，且无一例患者出现大便失
禁，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仅 /天左右。因此，
2334#治疗肛瘘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治
疗，不但明显地缩短了患者的病程，减轻了
患者的痛苦，而且最大程度保留了患者的肛
门生理功能。

复杂性肛瘘对于外科医生来说仍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通往完全治愈复杂性肛瘘的
征程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治疗方案应该
结合病人病因、解剖特点、症状严重程度、合
并症及外科医师的经验，没有一项技术适用
于所有肛瘘，应权衡治愈率和肛门功能，通
过术前检查筛选适合的病人，制定“个体化”
的治疗方案，进一步提高疗效。
林谋斌!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普外科主任"

骨松MDT打造
个性化医疗新体验 ! ! ! !血糖监测是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环节。日前

瞬感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系统获得中国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上市批准。这一革命性技
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指尖采血监测方法，并免
除了其带来的痛苦和不便。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与雅培公司近期合作发

起的一项调研显示，至少有 1/-的受访糖尿病
患者无法遵循国内指南推荐的血糖监测频率。
重视程度低、监测不方便及采血疼痛是导致患
者血糖监测依从性差的主要原因。
瞬感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系统由一枚小巧的

（略大于一元硬币）一次性圆形传感器（包含一
根大约长 0毫米的柔性探头），配套的手持扫描
检测仪和瞬感软件等组成。新技术通过置于手
臂上部外侧的传感器便可进行实时、精准的血
糖监测，从而大大简化中国糖尿病人群的血糖
监测过程。全过程无需采血和校准，并可根据需
求随时读取数据。一枚传感器可连续配戴使用
5/天，之后可根据需要购买更换新的传感器，
而扫描检测仪可储存长达 $&天的葡萄糖数据。
同时，系统软件可生成简单易懂的报告和多日
%/小时动态葡萄糖图谱，供使用者及医生了解
使用者的血糖变化，从而为制定更精准的个性
化治疗方案提供可靠参考。预计今年年底，该产
品将正式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 虞睿

! ! ! !记忆力减退、胸闷、心慌、腰腿酸软、食欲不
振……这些不适都被视作亚健康。亚健康状态
是动态的，可向疾病转化，也会朝健康回归，关
键是适时的有效的医学干预。从中医学视角，亚
健康有证可辨，有病因病机可究，是“有病”的，
乃阴阳失调所致，属中医学“郁证”“虚劳”的范
畴。因此，改善机体低下的功能状态，有效地防
治亚健康，中医有多种方法，可从激发阳气、补
益阳气、固摄阳气入手。
针对亚健康状态产生的病机，针灸可以通

过激发穴位，纠偏以却病，纠正失调的功能以重
建阴平阳秘的状态。在穴位的选取上当以阳经
为主，尤其以督脉为要。传统医学的艾灸疗法，
是一种深具特色的治疗方式，则更具有扶养阳
气和固摄阳气的作用。

天热时节，人体腠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
有利于药物的渗透与吸收。抓住夏末秋初的时
机，运用适当的灸、罐、敷等方法顺四时节气而
治，充分发挥“针灸膏方”的补益效应，既可助扶
养阳气，又易驱除体内寒气，调整人体的阴阳平
衡，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李璟!主任医师" 侯文光!副主任医师"!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

“芝麻开门”技术修复“最痛苦漏洞”

想吃小龙虾，先看肾脏行不行

不采血测血糖
有望年底实现

扶养阳气
有效防治亚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