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的心肌梗死往往是由于冠状动脉疾病所引起。缺乏足
够的血流量可致心肌和其他组织缺氧，从而导致损伤。而梗死心
肌会使得心脏的泵血能力下降，往往导致心力衰竭——— 这是心
血管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近日，来自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利
用人类胚胎干细胞生成了心脏细胞，并成功修复了猴子受损的
心肌。研究人员说，移植干细胞平均再生出了40%的受损心脏组
织，希望这种方法4年内能够进入人类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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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干细胞可修复受损心肌

晕动病俗称“晕车”、“晕船”、
“晕机”等。学龄儿童多见，女多于
男。表现为乘坐某种车、船、飞机或
旋转的游乐设施时，由于对运动中
的加速度刺激不适应，出现头晕、恶
心、呕吐、出冷汗、面色苍白等症状。
以乘小卧车引起者居多，可能与汽
车速度快、封闭等因素有关。

“晕动病是由于车、船及飞机不
规则颠簸，使内耳前庭受到过度刺
激而产生的前庭功能紊乱所致。情
绪紧张、焦虑不安或嗅到不良气味，
也可以成为诱发因素。”李春红说，

“约半数患者有家族史。”
“晕动病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

楚，每个患者症状轻重不等。一般通
过多次的、逐步的乘车训练，晕车的
程度可以减轻或消除。”李春红表
示。

“晕动病”可

通过训练减轻

近近七七成成头头晕晕患患者者由由耳耳病病引引起起
（上接B01版)

人体平衡感80%靠耳朵维持

人体的平衡感80%靠耳朵来维持，15%

靠眼睛，5%靠本体感觉，因此，身体失衡很
有可能是耳朵出了问题。据相关统计，67%

的头晕是由耳朵问题引起的。王启荣说，
“在引起头晕的原因中，耳源性疾病最多，
但人们往往最后才想起去看耳科医生。”

据介绍，可能引起头晕的耳部疾病
包括梅尼埃综合征、前庭神经元炎、内听
动脉闭塞、良性位置性眩晕、晕动症、耳
石症等。

用眼过久或注视较长时间后也可能会
引起头晕，如眼肌麻痹产生复视，飞快行车
或站立于悬崖等，引起头晕眼花及眩晕。

刘振华介绍，除了耳源性和眼源性头

晕，神经系统病变也是引起头晕的重要原
因之一，如脑缺血病变、小脑病变、脑部病
变、脑外伤、某些类型的癫痫等都可能会
引起头晕。此外，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以及
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感到头晕。

“多种疾病导致的脑部供血不足，也
会引起头晕的症状。”专家介绍，高血脂、
血小板增多症等可使血黏度增高，血流缓
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可引起头晕等症
状，而脑动脉硬化也会使脑血管内径变
小，脑内血流下降，产生脑供血、供氧不
足，引起头晕。

心脏病、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有
些人可能并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等显著

不适，只感觉头痛、头晕、四肢无力、耳鸣
或健忘等。此时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
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
变窄，使心脏缺血缺氧，从而造成供血不
足，引起头晕。

此外，高血压病、低血压病、贫血、感
染、中毒、低血糖等也会引起头晕，有时感
冒也可能会附带头晕的症状。

“对于骨科来说，最常见的头晕原因
就是颈椎病。”济南市中心医院骨科及运
动损伤科主治医师丁远景表示，由于长期
姿势或睡姿不良，造成颈椎增生、变形、退
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得脑
供血不足，可引起头晕。

头晕时眼前发黑需高度警惕

这么多病都能引起头晕，那我们到
底应该去看哪个科？

王启荣说，引起头晕的原因这么多，
要在就诊前先自己区分哪种病因确实有
难度，需要知道的是，耳朵问题和心脑血
管等问题引起的头晕，还是多少有些区
别的。

“耳部问题引起的头晕，感觉上会相
对严重，甚至有种濒死的感觉。”王启荣
说，但一般不会危及生命，而脑源性的头
晕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刘振华也介绍，脑源性的头晕，一般
症状比较轻，但这种头晕是慢性的、持续
的，不像耳源性和眼源性等头晕，一般是
间歇性的，通过这些简单的特点，普通人
也能大体区分这两大类头晕。

除此之外的疾病引起的头晕往往会
伴有其他症状。“例如贫血引起的头晕，
往往会伴有乏力、面色苍白等症状。”刘
振华举例说，而像感冒等引起的头晕，往
往可能会伴有发热等症状，“像颈椎病引
起的头晕，可以与患者年龄、职业等找到
一定关联。”

专家提醒，一般耳源性等头晕，症状
比较严重，患者会及时到医院检查，但有
些症状不严重的，往往会被忽视。为此，
专家提醒，头晕千万不能轻视。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走路
时忽然感到头晕，歪向一边，双腿无力，或
者伴有一过性的眼前发黑，甚至偶尔的说
话不利索这些症状，那么就要高度警惕
了，很可能是脑部出现了一些病变，需要
及时到医院检查。”李春红提醒。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只有老年人
才会患有这种类型的病变。现在年轻人脑
梗塞的发病率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40岁
以下的患者越来越多，我们称之为青年卒
中，我也见过不少20来岁的脑梗塞患者。”
李春红表示，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脂
血症、心脏病、颈动脉病、周围血管病以及
口服避孕药等都是高危因素。

对于颈椎病引起的头晕，丁远
景提醒道，为了减轻发病次数，市民
平时应注意保持良好的工作和学习
习惯，“每隔50分钟左右就要起来活
动一下，做做颈部的保健操，特别是
长期坐着上班的白领一族。”

“减少头晕的发生，最重要的还
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李春红
表示，在饮食方面，应以富有营养和
新鲜清淡为原则，要多吃蛋类、瘦
肉、青菜，而忌食肥甘辛辣之物，如
肥肉、油炸物、酒类、辣椒等。“肥甘
辛辣的食物，能生痰助火，会使眩晕
加重。因此，患高血压病、脑动脉硬
化症的人应当慎用。”李春红解释
道，“在眩晕症的急性发作期，应适
当控制水和盐的摄入量，从而使头
晕症状缓解或减轻发作。”

“保持良好的心态与愉悦乐观
的心情是预防的关键步骤，对头晕
的患者来说精神调养也是不容忽视
的。”李春红说道，“忧郁恼怒等精神
刺激可致肝阳上亢或肝风内动，而
诱发眩晕。因此，心情舒畅，情绪稳
定，这对预防头晕症发作和减轻发
作次数十分重要。”

此外，专家表示，保证充足的睡
眠和休息；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与
流通，经常开窗透气；少去拥挤及空
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调节好平
时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不要给自己
增加太大心理压力；增加户外活动，
养成定期运动的好习惯，对于减少
头晕的发作都非常重要。

本报记者 李钢
本报见习记者 陈晓丽

本报见习记者 陈晓丽 本报记者 李钢

耳源性
前庭系统是人脑重要的平衡器

官，其内的前庭神经核对缺氧敏感，
出现眩晕多与其受累有关。此类疾
病包括前庭神经元炎、内听动脉闭
塞、良性位置性眩晕、晕动症等。

耳源性眩晕的主要表现为发作
性眩晕、听力减退及耳鸣，重症常伴
有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出汗等迷
走神经刺激现象，可发生水平性或
水平兼旋转性眼球震颤。一次发作
的时间较短，病人常感物体旋转或
自身旋转，行走中可出现偏斜或倾
倒，发作中神志清醒。

医学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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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乘坐汽
车、轮船、飞机时出
现头晕？

可能是我们常说的晕车、晕
船。可在乘车途中，将风油精搽在
太阳穴、风池穴或滴于肚脐眼处。

是否用眼过久后出
现眩晕，但持续时间较
短，闭眼后缓解或消失？

可能是由于屈光不正、眼肌
麻痹、视力减退、眼底异常而引起
的眼源性眩晕。

是否口服或注
射某类抗生素后出
现头晕目眩？

可能是氨基糖苷
类抗生素引起的中
毒，除此之外，一些具
有耳毒性的药物易引
起中毒性眩晕。

可能患有梅尼埃综合征。本
病病因尚不明确，一般认为是植
物功能神经失调，导致内淋巴过
多而致膜迷路积水。

是否睁眼时感觉房
子或周围物体转动，闭目
时则自觉身体在旋转，眩
晕来时猛烈可突然倒地？

头晕初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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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头晕

应忌肥甘辛辣

本月中旬迎来一岁生日

《生生命命周周刊刊》健健康康服服务务手手册册中中旬旬面面世世
本报济南5月5日讯(记者

徐洁) 在读者的期待和关
注中，本报《生命周刊》将要迎
来一周岁生日。为了更好地为
读者提供健康资讯，本刊编辑
组将一年来的稿件集结成册，
回馈读者。

2013年5月14日，首期《生
命周刊》发刊词中说：“关爱你
我之生命,即是人生之慈悲。”
一年以来，本刊围绕着生命与
健康主题，策划了《长寿的秘
密》、《解码基因》、《雾霾与哮
喘》等数十篇稿件，努力为读

者提供丰富的科普性、服务性
信息。

一年的精彩离不开读者
的支持。不少热爱生命、倡导
健康的读者给本刊来信来电，
分享健康生活的经验、对生命
的感悟，或者提供问题、建议，

共同改善你我生命质量，也让
《生命周刊》更加充实。

本月中旬，作为回馈读者
的一份礼物，《生命周刊》健康
服务手册将面世。

敬请关注本报或官方微
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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