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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微不足道的微循环障碍

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可导致患者肾衰
竭、失明、截肢和心脑血管事件，致残率和致死
率高，严重威胁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微循环障
碍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的重要病理生理
基础之一，早期对其进行干预有助于防治糖尿
病及其血管并发症。

微循环由微动脉、后微动脉、毛细血管前
括约肌、真毛细血管、动!静脉吻合枝和微静脉
及其流经其内的液体所组成，是循环系统的基
础结构，也是血液与组织间实现物质交换的主
要场所和功能单位。由糖尿病相关因素导致的
微循环障碍称之为糖尿病微循环障碍。微循环
障碍贯穿糖尿病病程的始终，在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神经病变和糖尿病
足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别以为微循环障碍微不足道，其能量着实

不可限量。改善糖尿病微循环用药应遵循“早

期、个体化、合理联合”的原则。当然，积极控制
血糖、血压、血脂仍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石。

形形色色的糖尿病神经病变

今年 "月初，美国糖尿病协会在《#$%&'(')
*%+'》杂志上发表了有关糖尿病神经病变的立
场声明。声明中指出，糖尿病神经病变是糖尿
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依据神经系统受累部
位的不同，患者可以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糖尿病患者由于长期高血糖可使神经缺
血、缺氧而造成神经损害。尤以周围神经病变
和自主神经病变最常见。当自主神经发生病变
时，在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
系统等表现出一系列症状：例如有的患者在休
息状态下心率会大于 ",,次-分，有心慌、气短
的感觉；又如患者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体
位改变时导致头晕、虚弱、心悸、大汗、晕厥等；
当支配胃肠功能的自主神经发生病变时，患者
可出现胃肠蠕动异常、胃排空延迟等问题，同

时引起血糖波动，与糖尿病病情互相胶着。
当糖尿病患者出现以上症状，这可能提示

已经出现了神经病变，或者非糖尿病患者（可
能只是未诊断糖尿病而已）在无其他诱因下突
然出现以上症状，提示可能已经出现了高血糖
且并发了神经病变，要到医院确诊并接受相关
治疗。

不可或缺的基础胰岛素

基础胰岛素，作为糖尿病管理过程中口服
降糖药物无法达到血糖控制标准后的首选补
充或替代治疗方法，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已被
国内外内分泌科临床医师广泛认可，且作为胰
岛素起始治疗的核心。在基础胰岛素选择方
面，临床研究证据显示，长效人胰岛素类似物
能更好地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与中效胰岛
素相比发生低血糖风险显著减少。当然，作用
不同的胰岛素有各自的用武之地，适用人群需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本报记者 潘嘉毅

识别并发症 让糖尿病“显形”

! ! ! !“医生，每次洗头从手上溜走的头发有
.,多根，头发要掉光啦！怎么办啊？”经常有
因“脱发”而焦虑不堪的患者前来皮肤科就
诊。脱发虽然无自觉症状，但对心理的负面
影响很大，同时人们对脱发的防治也愈加
重视。
人的毛发分终毛和毳毛，每根毛发分为

毛干和毛根两部分。成人头部平均有 ",万根
毛发（即毛囊数量也为 ",万个）。出生以后人
的头部毛囊的数量将不再变化，因此很多广
告所说的使用某种产品以后可以使毛囊数目
增加，这是违背毛发的基本生理的。
人体毛发呈周期性生长，生长期平均为/

年，占012!3,2，头发不断生长；退行期平均
/周，占"2，头发停止生长；休止期平均/月，
占",2!".2，头发开始脱落。由此可见逆转
脱发的过程至少需要/个月的时间，所以很多
广告上说治疗脱发七天起效，一个月就可长
出，这也是违背科学的，同时治疗脱发也需要
坚持。

每日脱发约 1,!",,根为正常，如果每
天脱发在这个范围内，但自觉头发不断减少
也可诊断为脱发。拉发试验可以预示脱发“信
号”：用手抓住一些头发，轻轻一拉，只有 "!4

根头发脱落，代表头发大致正常；如每次超过
4根以上者，则证明有脱发问题。

引起脱发的原因众多，如精神紧张等引
起的斑秃、外伤、真菌感染或者红斑狼疮引

起的疤痕性脱发，雄激素水平增高引起的雄
激素性脱发，秋季更易出现脱发现象。脱发
中最常见的是雄激素性秃发，又称脂溢性脱
发，这种脱发或秃头是一种具有遗传因素
参与的、且依赖雄激素作用的特征性秃发，
男女均可患病。长期的研究与观察认为导
致脂溢性脱发最直接的关键原因在于皮脂
分泌过旺，皮肤中有些成分如油酸、亚油
酸、角鲨烯等过量时对毛囊有毒性作用，导
致毛皮中毒、枯萎、脱落。上述问题可以通
过及时规范的治疗来缓解和纠正。目前认为
抑制异常的 1!!还原酶活性可能是防治本
病的主要途径。
脱发是一种进展性的疾病，必须依靠及

时的医治。如果不及时治疗，随着时间的推
移，脱发会越来越严重，基本上一年就会增加
一个等级，到五年头发基本可脱光。平时应注
意蛋白质的摄取，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少食
甜腻、辛辣以及油炸食品。注意劳逸结合，这
些对防治脱发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袁定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
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本版图片 #$

! ! ! !51岁的张女士近几年来经常感到
尿频尿急，自以为是尿路感染。可是到
医院尿常规检查无异常，尿液细菌培养
也没有发现细菌。用了药但症状没有消
失，病情没有好转。辗转多次后到妇科
一查，原来是“老年性阴道炎”。按照老
年性阴道炎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很快
好转。实践证实这位貌似尿路感染的患
者，实际上患的是老年性阴道炎。
在老年性阴道炎患者中，有较大

一部分病人的症状表现在泌尿道方
面。其原因与老年性阴道炎的病因有
关。老年期人体内脏各系统和脏器的
功能减退，卵巢也不例外。由于卵巢功
能衰退，造成雌激素缺乏，继而导致生
殖器萎缩，血运减少，局部抵抗力减
弱，此时一旦遇到细菌侵入，就容易繁
殖，从而罹患老年性阴道炎。得了老年
性阴道炎之后，如果炎症侵犯了尿道
口粘膜，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和尿痛等
类似于尿路感染的症状和体征。上文
的张女士三年前曾因子宫肌瘤接受过
肌瘤切除术，那时埋下了老年性阴道
炎祸根。至于尿频、尿急等泌尿道刺激
症状，只不过是老年性阴道炎的症状
之一而已。

在临床上，不少有尿路感染症状的老年女
性，经过尿路抗感染处理之后，泌尿系统刺激症
状并没有消失，之后经妇科按照老年性阴道炎处
理后，病情才有好转或消失。当然，人到老年，存
在尿路感染的罹患可能，所以，患者一旦出现泌
尿系统症状，泌尿科和妇科都要记得筛查。只要
明确病因，按照相应疾病的处理规范对症治疗，
就会好转并痊愈的。
冯桃莉（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 ! ! !贫血、腰腿疼，这样的问题
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似乎不算稀
奇，然而有一种血液肿瘤却悄
悄地隐藏在这些不稀奇的症状
背后，那就是多发性骨髓瘤。
由于多发性骨髓瘤有着临床表
现多样性的特点，因此漏诊、误
诊的患者并不鲜见。

发病率与年龄成正相关

提到多发性骨髓瘤，很多
人感觉陌生，然而这一疾病的
发病率却在血液系统恶性疾病
中高居第4位，仅次于淋巴瘤。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血液内
科主任侯健教授介绍，多发性
骨髓瘤（66）多见于中老年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会
逐渐升高。

数据显示，我国骨髓瘤发
病率为 "-",万，约占恶性肿瘤
的 "2，发病年龄大多在 .,!7,

岁之间。
据了解，多发性骨髓瘤是

由于具有合成和分泌免疫球
蛋白的浆细胞发生恶变，大量
单克隆的恶性浆细胞增殖导
致的血液肿瘤，至今仍然无法
治愈。

值得注意的是，多发性骨
髓瘤有着临床表现多样性的特
点，也正因如此，即便是在医学
飞速发展的今天，临床上依然
不乏漏诊、误诊的多发性骨髓
瘤患者，仍旧有相当一部分患
者未能得到及时的诊断。

侯健教授表示，在多发性
骨髓瘤确诊的患者中，很多患
者起病时的表现都是腰腿疼痛进行性加
重，直至卧床，甚至发生骨折；再就是体
检查血发现贫血，以及高钙血症，才考虑
到多发性骨髓瘤的可能；还有一些患者，
蛋白尿多年，肾功能不全，有的甚至发生
了肾功能衰竭，反复就诊肾内科，却不知
其实是多发性骨髓瘤引起的肾脏损害。
以上种种表现就是多发性骨髓瘤临床表
现中常说的 *89:症状。

改善预后从提高患者依

从性开始

多发性骨髓瘤的发展过程是从无
症状（;66，冒烟型）到有症状，也就是
症状性骨髓瘤。如果能早期诊断、及
时有效的控制以及个体化的医学指
导，患者病情控制可能更好，生存期
更长。近 ", 年来，随着诊疗技术的突
飞猛进，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生存预
后得到显著改善。

在治疗方面，随着新药的不断上
市，患者的生存预后也随之显著改善。
研究显示，这些生存改善主要体现在临
床试验中依从性较好的患者，尤其是能
够坚持长期规范化治疗的患者。因此，
临床医生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在保证
疗效的前提下，提高患者依从性也尤
为重要。
侯健教授表示，新药和传统药的排

列组合，成为了现在临床上常用的治疗
方案。具体来说，主要包括蛋白酶体抑制
剂、免疫调节剂、抗体药物以及组蛋白去
乙酰化酶（<#9*）抑制剂等新药以及激
素、化疗药等传统药物。 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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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提示

掉头发，急煞人！
逆转脱发至少3个月

人体没有一种疾病可以被割裂出来单独
应对，尤其高血糖这类涉及全身各组织脏器的
内分泌代谢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2型糖尿病
又常以心脑肾及血管并发症为首要症状。防治
糖尿病对于防治其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贡献
很大，可谓一举多得。现在身边的糖尿病患者
越来越多，新春亲友聚会上，糖尿病及其防治
对策无疑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