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辅助治疗，高压氧“有一套”
一定程度上可帮脑梗患者恢复神经功能

葛生活课堂

自测血管是否钙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于丽平介绍，如
果通过自测，怀疑自身血管出现问
题，建议及时到医院进行冠状动脉
CT检查。

1 .观察手脚：用手电筒照手指
的指头，如果手指头红润，则表示血
管较为健康，如果颜色暗淡发白，则
可能预示着血管钙化。大脚趾汗毛
突然减少，也可能预示着血管钙化。

2 .身体症状：可能会出现眼睑
浮肿、睑结膜发白、面色灰暗、皮肤
瘙痒、头晕、胸闷气短等症状。

每天爬楼，改善心肺功能

中日友好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陈星佐介绍，爬楼梯是一项有利于
改善心肺功能的运动，同时还会降
低血脂、血压以及增强肌肉力量，进
而显著改善心血管健康。

根据《动脉粥样硬化》期刊上发
布的一篇研究：每天爬楼梯超过5
层，也就是50级台阶，发生动脉粥样
硬化相关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能降低
20%，但如果爬得过多，大于20层，
受益效果反而可能会降低。

爬楼梯虽然对心肺功能的提升
有诸多好处，不过对膝关节来说，并
不是一项“友善”运动，因此掌握正
确的爬楼方式，可以最大限度保护
膝关节。

三种常见软膏有何区别

红霉素眼膏：主要用于沙眼、结
膜炎或者眼外部感染。红霉素眼膏
要涂于眼睑内，因此药品生产过程
需严格无菌操作，以避免药物污染。

红霉素软膏：主要用于涂抹皮
肤表面，并非无菌制剂，如果将红霉
素软膏当成眼膏来使用，可能会引
起眼部严重不良反应。

红霉素软膏使用时间不宜过
长，使用剂量不宜过大。首先，红霉
素其实是一种抗生素，虽然能杀死
一些敏感菌株，但长期或不合理使
用，容易导致菌株产生耐药性。

其次，红霉素软膏不是万能的。
红霉素主要用于敏感菌感染，对于
非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或深部感染
都是不管用的。

金霉素眼膏：金霉素由于刺激
性强，仅作为外用药使用。主要制成
低浓度眼膏剂(0 . 05%)，用于治疗
细菌性结膜炎、麦粒肿及细菌性眼
睑炎、沙眼。

两围不超标，疾病少来找

1 .腰围粗：腰围越长，寿命越
短，一项涉41万人的研究分析发现，
腰越粗，发生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
征和死于冠心病的风险越高。

腰围标准：男性≤85厘米、女性
≤80厘米

2 .脖子粗：可反映出颈部皮下
脂肪或呼吸道周围脂肪沉积增多，
是皮下脂肪蓄积异常的一种表现，
暗藏多种疾病风险，比如甲状腺变
大、血脂增高、脂肪肝、高血压、心血
管疾病、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心
肺耐力下降等。

颈围标准：男性≤38厘米、女性
≤35厘米

如何测量颈围：坐位或站位，不
要仰头也不要俯视，眼睛保持平视，
使用软尺，从喉结下方到低头时手
能摸到颈椎最突出的地方，围一圈
进行测量。

据CCTV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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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孩子是不是“游戏成瘾”

记者 韩虹丽
通讯员 王竹君 陈晨
济南报道

什么是高压氧疗法

据悉，高压氧舱是进行高压
氧疗法的主要设备，通常是一个
密封的、可以控制压力和氧气浓
度的容器。患者在治疗期间会躺
在舱内，同时吸入高压氧，舱内
压力可以高于正常大气压，以达
到治疗氧气浓度和压力水平。

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康复
医学科主治医师邹东洋介绍，
高压氧疗法其实质是一种自然
疗法，通过在高压环境中吸氧，
从而成倍地增加血液中溶解的
氧气含量，并大幅增加氧气在
脑组织中的扩散距离，直接纠
正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状态，减
少缺血缺氧对脑组织的损害。

“它能促进脑梗死恢复期患者
大脑重塑和神经功能恢复，改
善认知功能障碍。”邹东洋说。

针对脑梗患者
高压氧疗有哪些作用

①高压氧改善脑缺氧：
正常情况下，脑组织完全

依赖血液供氧，当血管阻塞后，

脑血液循环被阻断，脑组织局
部血流量减少，导致脑组织缺
血、缺氧，引起神经功能缺损，
高压氧治疗能明显提高血液中
氧气含量，提高血氧弥散距离，
迅速改善脑梗死病变脑组织部
位血液供应，迅速改善脑组织
缺氧状态。

②高压氧可改善脑微循环
和降低血黏度:

高压氧治疗能提高血氧张
力，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
从而切断脑缺氧和脑水肿之间
的恶性循环，有利于受损脑组

织恢复。高压氧还能使局部缺
血脑组织血流量增加，改善脑
微循环，保护脑细胞免受氧自
由基损伤。同时，相关研究发
现，高压氧可使红细胞变形能
力增加，可降低血小板聚集率
和血液黏度。

③促进侧支循环建立：
高压氧治疗可刺激脑缺血

区域的成纤细胞分裂，加速胶原
纤维形成，促进侧支循环建立。
而脑组织内侧支循环的建立，反
过来会为脑组织提供充足的血
液和氧气，使脑细胞膜功能正常

化，促进受损的脑细胞修复。
④改善脑缺血半暗带脑细

胞功能：
急性脑梗死发生后，局部

脑组织内脑细胞缺血、缺氧，甚
至产生水肿、变性，神经机能低
下或处于抑制状态，但有一定
的可逆性。高压氧治疗会使脑
组织氧供明显增加，有利于恢
复脑细胞的有氧代谢，促进病
灶区域内脑细胞功能的恢复。

⑤保护线粒体功能：
高压氧治疗可保护脑细胞

线粒体功能，提高脑细胞含量，
改善脑组织缺氧状态，促进脑
神经细胞的恢复与再生。

⑥调节一氧化碳的分泌，
减少自由基损害：

增强抗炎抗应激反应，减轻
再灌注损伤，改善脑卒中后合并
的认知、运动及吞咽功能障碍。

是否适合需进行评估

高压氧疗法作为一种辅助
治疗方法，在多种情况下，可以
改善患者的症状和预后。然而，
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邹东洋
说，治疗前需要评估患者的适应
症和禁忌症。在进行高压氧治疗
时，患者可能会经历耳部不适、
压力感增加等轻微副作用，通常
在治疗过程中可以逐渐适应。

邹东洋表示，国内一项研
究表明，高压氧治疗的疗效与
治疗次数直接相关。“一般首次
治疗30次，然后休息1-2周再进
行10-20次的高压氧治疗，才可
能有临床疗效。”

对于脑梗死患者，邹东洋
建议病情稳定后，尽早介入高
压氧治疗，同时保证足疗程治
疗，以使缺血缺氧的脑组织细
胞得到尽早修复，降低脑梗死
后遗症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

刘通 通讯员 赵珊珊
李加鹤 济南报道

适度的游戏可以放松心
情，缓解压力。但儿童青少年往
往自制力较弱，有的孩子一玩
游戏便会忘记时间，对自己的
学业、社交和生活质量产生负
面影响。那么，什么情况可以判
断孩子可能是游戏成瘾？孩子
沉迷游戏后，家长又该怎么办？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医学
中心主任杨楹，给出如下建议。

游戏时长不是唯一指标
五大维度判断是否成瘾

很多家长判断孩子是否游
戏成瘾，往往以游戏时间为判断
标准。杨楹表示，尽管游戏时长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孩子对电

子游戏的喜欢程度，但要判断是
否成瘾，还要从多维度来看。

第一，游戏时间不断延长。
例如，本来只是在周末玩几个
小时，逐渐发展成每天回家就
开始玩，甚至在应该写作业、吃
饭和睡觉的时间，都在打游戏。

第二，忽视其他兴趣和活
动。一个原本喜欢画画的孩子，
突然对绘画失去兴趣，整天沉
浸在游戏中，对其他活动变得
冷淡。

第三，学习成绩和责任心
下滑。孩子可能因为沉迷游戏
而导致对于作业应付了事，考
试成绩下降，甚至不愿做家务。
如果家长注意到孩子对学业和
家庭责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游戏成瘾的可能性较大。

第四，情绪波动明显。孩子
是否在不能玩游戏时表现出明
显的情绪波动，如易怒、焦虑或
沮丧？一旦限制孩子游戏时间，
他们便大发脾气，甚至表现出
强烈的抗拒情绪。这种情绪上
的依赖，也是游戏成瘾的一个

重要信号。
第五，社交隔离。一个原本

活泼外向的孩子，逐渐减少与
朋友的社交活动，而是更多地
与虚拟世界中的“朋友”相处。
如果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孤
立，这也是游戏成瘾的迹象。

戒断游戏不宜“一刀切”
增强互动很重要

如何帮助孩子戒断游戏？
很多家长会采用给游戏机、电
脑上锁等强制方式，切断孩子
与游戏的一切联系。如此一来，
不仅戒断成效难以保证，亲子
关系也会受到影响。

对此，杨楹提出，家长应以
身作则，增强与孩子的情感互
动，这是帮助孩子克服游戏成
瘾的有效手段。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第
一，家长应与孩子一起制定合
理的游戏时间表，明确规定每
天或每周可以玩游戏的时间，
并确保孩子能够遵守。

第二，鼓励孩子参与多种
有益的活动，如运动、阅读、艺
术创作等，让孩子在这些活动
中找到乐趣，分散他们对游戏
的过度依赖。例如，有的孩子
喜欢踢足球，家长可以陪孩子
一起踢球，增强亲子互动的同
时，也能让孩子体验游戏外的
乐趣。

第三，家长应以身作则，减
少玩电子设备的时间。通过树
立良好的榜样，可以潜移默化
地影响孩子的行为习惯。

第四，关注孩子的情感需
求。有时，孩子沉迷游戏，可能
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足
够的关注或情感支持。

如果孩子在学校遇到问题
或在朋友关系中受挫，家长应
尽量提供情感支持，而不是简
单地指责或惩罚。

最后，可以尝试寻求专业
帮助。如果孩子已表现出严重
的游戏成瘾症状，并且家庭干
预效果不佳，应及时寻求心理
医生或专业咨询师的帮助。

“吸氧”有助于病情恢复？这
是真的。高压氧疗法是一种在高
压环境下吸入纯氧的治疗方法，
它利用高压环境，增加血液中的
溶解氧量，从而提高组织氧供，
达到辅助治疗疾病的目的。据
悉，高压氧疗法广泛应用于多种
临床情况，如创伤后呼吸系统疾
病、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
以及多种感染情况。

在高压环境中吸氧，从
而成倍增加血液中溶解的
氧气含量，增加氧气在脑组
织中的扩散距离。

可纠正脑组
织缺血缺氧状态，
减少缺血缺氧对
脑组织的损害。

一定程度上可促进脑
梗死恢复期患者大脑重塑
和神经功能恢复，改善认
知功能障碍。

高压氧的治疗作用，并非单纯提供更多氧气，而是人体吸
入高压氧后，对机体各系统会产生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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