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3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韩杰杰

美编 组版：李洪祥

今日潍坊

DD0022一
周
聚
焦

据悉，引起失眠的原因很
多，除了原发性失眠症，躯体疾
病和精神疾病，以及人际关系
冲突、突然的打击刺激，如失恋
等都可能引发失眠症。

“偶尔性的失眠是正常情
况，不需要太担心，越担心反而
越容易失眠。”张绍坤介绍，越
是紧张，越是强行入睡，结果适
得其反。人人都可能出现睡眠

障碍，但短期的睡眠障碍不应
该定性为失眠。有些老人对于
睡眠障碍过度恐慌，总是认为
自己睡不着，其实他的睡眠质
量还是不错的。此外，老年期
易受精神因素的影响。一方
面，各种环境变化较中青年时
期明显增多，如退休、丧偶、
失往亲友、患病、无人照料等
事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

于体力、精力下降，有些身体
与精神因素的作用轻易被强
化，由此造成老年人多发孤独
感、焦虑及抑郁表现。解决这
一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子女要
多与老人沟通，在精神方面给
予老人抚慰。老年人产生睡眠
障碍后，要注意自身的调节，
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必要
时要到医院接受治疗。

关注世界睡眠日

是是谁谁偷偷走走了了
你你的的睡睡眠眠？？

人的一生当中，睡眠约占生命的三分之一，良好的睡眠是心身健康的主要标志。
在3月21日世界睡眠日来临之际，记者走访市区几大医院获悉，因受环境、社会压力
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不知不觉地陷入睡眠的重重危机之中。其中因中老年人
的生理心理都面临健康挑战，易产生慢性失眠等睡眠问题。

打呼噜是睡得香？错！可能是一种病态表现

“一天能睡八九个小时，怎
么白天还是觉得困？”67岁的刘
先生最近老觉得浑身没劲，晚
上九点钟睡觉早上七点起床还
是觉得睡不够，“眼皮抬不起
来，白天还得睡上一大觉”。

因为嗜睡，他便到医院就
诊，没想到经过诊断，发现病因
竟是“打呼噜”。

“人老了，自然就会打呼
噜，这不是正常现象吗？”面对
刘先生的疑问，潍坊市第二人
民医院耳鼻喉科马永健医生解
释，很多中老年人认为，打呼噜
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不尽然，
有些打呼噜可能是疾病信号。
有些人打鼾是偶尔的，可能与
身体过于劳累、感冒、枕头不适

等有关，一般鼾声呼吸比较均
匀，只要休息好了，换个枕头，
鼾声也就会随之消失。但如果
打鼾比较严重，在睡眠过程中
出现张口呼吸、甚至呼吸暂停，
在医学上称为“呼吸睡眠暂停
综合征”，就需要及时就诊了。
一般来说，呼吸停止时间大于
10秒，就被认定为呼吸暂停。此
时血液中的氧气减少，机体处
于缺氧状态。如果这种呼吸暂
停频繁发生，且得不到有效治
疗，患者会觉得自己从未睡过
一个好觉，白天嗜睡没精神，而
且还会因为呼吸气流中断，缺
氧和反复从睡眠中憋醒而产生
一系列问题。

马主任介绍，出现呼吸睡

眠暂停综合征的主要有两大群
体，一是4-7岁的小孩，再是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形肥胖、
脖子粗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

“仔细观察打呼噜，你会发现有
些呼噜声中间有一小段儿是没
声音的，这一小段儿就是呼吸
停止的时间。患者及其家属若
无法识别的，建议到医院进行
检查”，马主任还提醒，因为患
者本人没法意识到自己患有这
种病症，就需要家属关注，一般
不建议中老年人分房睡，以便
及时发现对方的睡眠问题。在
接诊过程中，就有人因为患有
这种病症，旁边又没人监护而
出现猝死。

睡前抽烟喝茶要不得，不良习惯也会影响睡眠质量

“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非
常多，心理、情绪、生活习惯和
一些疾病、药物都会影响睡
眠。”二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徐
庆东说，在接诊过程中，也有不
少患有睡眠障碍的人是因为自
身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如
不健康饮食、不良睡姿、作息习
惯等。

他建议，市民在临睡前应
保持一个舒缓的状态。晚上10
点至10点半是最佳睡眠时间，
此时入睡，可以让身体和大脑
在12点到凌晨1点的时候得到
充分休息。因此9点左右临入睡
前就不要观看恐怖、枪战等场
面刺激的影片。同时随着手机
和平板电脑的普及，很多人睡

前要上会网才能睡觉，眷恋刷
屏、在床上继续各种活动直至
犯困，已成为很多人的习惯，这
不仅对眼睛损害很大，也影响
睡眠质量。再者睡前抽烟、喝茶
等习惯也不利于提升睡眠质
量。此外，睡前也不要进行激烈
的体育运动，可在床上进行一
些舒缓的伸展运动。

别把失眠闹成病，失眠不等于失眠症

本报记者 韩杰杰

老年人一般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欲选择
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首先要对自身状况有
足够的认识；另外，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切忌
跟风或盲目追逐高收益，要擦亮双眼，认准
各种产品，这样才可能稳中求胜。

陷阱一

保险混淆缴费期限和保险期限

在长期分红型保险产品中，缴费期限和
保险期限并不一定相同。即使投保人按缴费
期限缴纳了所有保费，也只是履行了缴纳保
险费的义务。部分营销员在销售时混淆“缴
费期限”和“保险期限”，致使投保人上当。

案例：张先生在销售人员推荐下购买了
某寿险公司五年期的“美满一生年金保险
(分红型)”，之后5年每年交1万元保险金，每
年分红717 . 5元。到5年期满后退保时，却被告
知只能退还本金的60%，若要完全退保，则要
等到64年以后。

建议：您不论在任何渠道购买保险，至
少可以享受到以下几道“防火墙”的保护。1、
保单生效后的10天内是投保人的犹豫期，如
果在此期间投保人发现自己受到了误导，可
直接申请解除保险合同。此时，保险公司除
了扣除少量手续费外，应当退还保费。2、在
犹豫期内，保险公司会按规定对投保人进行
电话回访，重新询问投保人是否已了解缴费
期、缴费形式、保单功能、投保风险等，如果
投保人对保单有疑问，也可以随时向保险公
司询问，或申请退保。

陷阱二

银行存单莫名其妙变保单

保险更重保障性，因而在退保时本金受
损较大。保险业务员在银行巡点，也一定程
度地使人们松懈了心理防线。

案例：5年前，何女士在一家银行存钱。
工作人员给其介绍了一款“理财新品”：每年
存1万元，交满五年后一次性给付57836元。何
大娘觉得挺值，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签了
合同。期满后，何大娘去取钱，却被告知这是
个保险产品，要拿回本息还得等34年。“再等
34年，我都104岁了。”

建议：1、凡提到“分红”，多是保险产品。
一般保险产品收益由固定收益和分红收益
两个部分组成，而理财产品只有固定收益。
2、凡提到“保障”(如一些关于健康保障等事
宜)，多是保险产品。3、“期限”差别很大，一
般银行理财产品的期限短，少则几天多则一
两年，而保险产品的期限短则三五年，长则
几十年。

陷阱三

用预期收益率掩盖实际收益率

“保本与非保本”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
不少投资者还是中了招。客户经理的一句

“虽不保本，但还从没有损失本金的情况出
现”，往往被当做了“保本”承诺。

案例：一银行的理财经理向王女士介绍
一理财产品，称预期收益率高达7%。王女士
觉得很客观，便和几位朋友一起凑了50万购
买，但最后只拿到了不到2%的实际收益。王
女士很郁闷，“说好的高收益到头来变成了
低收益”。

建议：1、看理财产品合同中，预期收益
率是否包含“手续费”，否则实际拿到手的收
益率是一个未知数。2、看银行给出的是“预
期收益率”还是“最高预期收益率”，若是“最
高预期收益率”，那么最终投资者拿到手的
收益很可能不会超过该“最高预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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