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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

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大众健康管理中心

本期堂主：靳有鹏

靳有鹏，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
师，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
省立医院小儿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
及Nationwide Children’s Hospital访
问学习。主要从事儿童各系统危重
症的急救和诊治工作。主持省博士
基金课题1项，获科技奖2项，近几
年，在国内外SCI及核心期刊收录杂
志发表论文40余篇，参编学术专著
10余部。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
症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儿
科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流
行病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
围产医学分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小
儿急救医学杂志通讯编委以及《中
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特邀审稿
专家。

如何防治病毒性

脑炎和脑膜炎？

夏天到了，又到了病毒性脑炎和脑
膜炎的高发期。最近一段时间，PICU收
治的重症脑炎和脑膜炎较往年明显增
多，症状以发热、头痛、呕吐和抽搐为主
要表现。病毒性脑炎是怎么回事呢？

病毒性脑炎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急
性炎症，以夏、秋季多发。多种病毒均可
引起病毒性脑炎，其中最多见的是肠道
病毒，如柯萨奇病毒、EV71、埃可病毒
等，其次为水痘病毒、腮腺炎病毒、腺病
毒等。这些病毒经消化道或呼吸道进入
人体淋巴系统繁殖，然后经血流感染颅
外的某些器官，此时患儿可出现发热等
症状，若病毒在体内大量繁殖，就可能
侵入脑膜和脑实质，单纯累及脑膜就称
为病毒性脑膜炎，单纯累及脑实质就称
为病毒性脑炎，如果同时累及脑膜和脑
实质就称为病毒性脑膜脑炎。儿童中枢
神经系统发育不够完善，加上夏季气候
炎热，如饮食、休息不好，身体抵抗力下
降，各类病毒就容易乘虚而入引起病毒
性脑炎或脑膜炎。

病毒性脑炎和脑膜炎临床表现多
种多样，病情轻重差别很大，主要取决
于病毒的种类、患儿的免疫力以及脑实
质和脑膜受累的相对程度。而病毒性脑
炎临床经过较脑膜炎严重，重症脑炎更
易发生急性期死亡或出现后遗症。

病毒性脑膜炎常急性起病，主要症
状为发热、恶心、呕吐，年长儿诉头痛，
婴儿表现不安，可有颈项强直等脑膜刺
激征，意识多不受影响。病毒性脑炎多
数初期即有高热、精神萎靡 ,反应迟钝，
可出现嗜睡、昏睡甚至昏迷等神志改
变，小婴儿还可有易惊、易激惹和肢体
抖动，年长儿诉头痛，可出现反复呕吐，
并可出现惊厥，脑干受累可出现呼吸不
规则、眼球斜视、四肢发凉、皮肤发花、
循环功能衰竭等表现，严重可出现肺水
肿、多脏器功能障碍危及生命。需要注
意的是，少数病毒性脑炎可不出现发
热，病程持续1周至数月不等。

考虑该病需要进行脑脊液检查、头
颅磁共振和脑电图检查，进行明确诊
断。

确诊病毒性脑炎或脑膜炎者，急性
期正确的支持与对症治疗，是保证病情
顺利恢复、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的关
键，主要治疗措施包括：1、维持水、电解
质平衡与合理营养供给；2、控制脑水肿
和颅内高压；3、控制惊厥发作和严重精
神行为异常；4、抗病毒药物如阿昔洛韦
或更昔洛韦静脉滴注；5、重症病毒性脑
炎可给予丙种球蛋白或激素治疗，部分
患儿可考虑行血液净化治疗；6、累及呼
吸中枢的重症病毒性脑炎需给予机械
通气治疗。

病毒性脑炎的预防
在夏、秋季节，家长要注意保持孩

子良好的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的营养和
睡眠；适当安排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以增强孩子的免疫力；保持居室的环境
卫生和个人卫生，每天定时开门窗通
风，预防呼吸道和消化道病毒感染；按
要求接种针对各种病毒的疫苗；发现孩
子出现高热不退或伴有头痛、呕吐、抽
搐、精神异常等症状时，家长要及时送
其就医，以免耽误诊治。

本报记者 李钢

酒量这事

还真是“天注定”

人们常说,常喝酒酒量会增
大,然而医学专家却给出了否定
答案 :酒量大小属于先天特质 ,
是写进基因里的。

山大二院肝病科刘峰博士
介绍,影响酒量大小的因素主要
是肝脏中所含的两种酶,即乙醛
脱氢酶和乙醇脱氢酶。它们是将
酒(主要成分乙醇)转化为水的
关键因素。这两种酶量的多少因
人而异,故每个人的酒量也就有
了大小的区别。

为什么说酒量是无法后天
锻炼出来的呢?这是因为人体产
生这两种酶的能力无法通过锻
炼得到提高。专家指出,许多久
经“酒场”的人会觉得自己酒量
变大了,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
觉”。这种错觉是其身体对酒精
的反应因频繁刺激而逐渐变得
麻木而引起的。实际上,这种情
况下豪饮对身体的伤害更大。

专家的这种解释也得到了
科学研究的证明。最近,美国一
项研究发现了“饮酒基因”。研究
发现,15号染色体上部分基因与
喝醉程度紧密相关。更有趣的
是,这种饮酒基因能随繁殖代代
遗传。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你没喝
过酒 ,但你父亲的酒量很大 ,你
的酒量也就小不了呦。当然,实
践出真知,比如你曾经喝了最多
的一次 ,喝了八两才醉 ,可能这
就是你的极限值,下次喝酒就要
注意了。

当然,人的酒量也会因时、
因心情而异,正所谓“酒逢知己
千杯少”。这从科学的角度也能
解释,这是因为情绪和健康状况
可以影响肝脏合成这两种酶,故
间接影响酒量。

一个公式

算明白喝多少酒

为了减少饮酒的危害,许多
权威组织都给出过饮酒量标准。
例如,世卫组织国际协作研究指
出 ,正常情况下 ,男性每日摄入
的纯酒精量应不超过20克,女性
应更少一些。而《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2007》建议成年男性一天饮
用酒精量不超过25克,成年女性
一天饮用酒精量不超过15克。孕
妇和儿童青少年应禁忌饮酒。

酒精标准知道了,可我们喝
的不是酒精而是酒啊,喝多少酒
才合适呢?一个简单公式就能搞

定。“饮酒量(毫升)×酒精含量
(%)×0 . 8(酒精比重)=酒精量
(克)”,相信只要学过小学数学
的都能看懂这个公式。

根据这个公式 ,你就可以
算出自己喝多少酒不至于伤身
啦。例如,以世卫组织的标准,男
性一天不超过20克酒精算:5度
的啤酒喝500毫升就到了20克
酒精；38度的白酒喝66毫升左
右就差不多20克酒精；而12度
的红酒喝208毫升就到了20克
酒精。

如果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的标准,还可以稍多喝点:5度
的啤酒大概能喝650毫升；38度
的白酒大概能喝75毫升；12度
的红酒大概可以喝250毫升。

算清楚了,那以后喝酒就有
标准了。例如总爱喝低度白酒的
小王,今后喝酒最好不要超过66
毫升了 ,最多到75毫升就行了 ,
否则酒精肝等危害就要找上身
了。

适量喝一点

助兴又防病

“饮酒的利弊,存在不少争
议。”山大齐鲁医院副院长、心血
管著名专家陈玉国介绍,研究发
现 ,适量饮酒能促进健康 ,尤其
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曾有研究发现 ,酿葡萄酒
的工人当中 ,心脑血管病的发
病非常少 ,后来发现葡萄皮里
的物质 ,有助改善血管的结构
和功能 ,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
进展。

此外 ,适量饮酒好处不局
限于心血管疾病 ,也能够预防
糖尿病与胆结石等。最新的研
究发现 ,酒精可以激发人体产
生胰岛素 ,从而预防因血糖突
然升高而导致的二型糖尿病。
而葡萄酒中的抗氧化物可以提
高人体里有益胆固醇含量 ,减
少有害胆固醇 ,从而预防胆结
石的产生。

研究表明,饮酒的好处往往
与酒的类型关系不那么密切,更
密切的是饮酒的形式,规律性适
量饮酒可能会有益处。

正是考虑到饮酒的这种危
害,2012年欧洲心血管预防指南
强调,不建议不饮酒者通过饮酒
预防心血管病。《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也说:不建议任何人出于
预防心脏病的考虑开始饮酒或
频繁地饮酒。

所以 ,如果你从来不喝酒 ,
就别想通过喝红酒来保护心血
管和预防心血管疾病了,而对经
常饮酒的童鞋们,则一定要“适
量”和“规律”。

算算算算你你的的

酒酒量量

“山东最能喝的10个县你家乡排第几?”近日,“齐鲁酒量排行榜”在报纸和微信朋友圈
里引起了大家的热议。有读者因自己家乡榜上有名而洋洋得意,也有读者因自己家乡“酒
风”豪放而深感担忧。过量饮酒的危害自不待言,但到底什么标准才算是过量?你清楚地知
道自己的酒量到底有多大吗?那些号称“千杯不倒”的神人是怎么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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