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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活活好好了了，，““糖糖人人””越越来来越越年年轻轻
六旬内分泌科医生杨玉麦细数糖尿病患者30年来的变迁

没怎么见过糖尿病患者。”杨
玉麦说，刚大学毕业时，来看
病的都是些营养不良、风湿
性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吃不
饱、穿不暖、生病了没有药
吃、就医不及时，这些疾病大
多是因为贫穷造成的。

红烧肉吃多了
富贵病也接踵而至

“真正有明显的变化是在
1984年，那时开始有了糖尿病
患者，尤其是到了1986年改革
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好，糖尿病患者也越来越多。”
1978年，杨玉麦进入济宁医学
院做教师，并担任着济医附院
的临床工作。新的工作岗位
上，年轻的杨玉麦也接触了越
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的增多，与生活
条件、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
改革开放前，人们吃饱都成
问题，更谈不上吃好，这也成
就了中国糖尿病的低发病
率。而生活水平提高后，大鱼
大肉代替了粗茶淡饭，人们
的健康意识却没有相应提
高。胖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四
五十岁的中老年人，糖尿病
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还记得那时候来看病，
丈夫得了糖尿病，妻子在一
旁嘤嘤地哭。”杨玉麦说，那
时生活乍好，最控制不住的
就是吃，很多男士都喜欢吃

那种肥瘦相间的红烧肉，一
顿饭就能吃一大碗。吃得多
了，再不运动，随之而来的就
是疾病。

运动量不足
发病年龄呈年轻化

“以前糖尿病大多是40
多岁以后发病，现在20多岁、
30多岁，甚至比较胖的小孩
都会出现糖尿病。”如今，杨
玉麦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就职。从近几年的
情况来看，糖尿病患者的发
病年龄明显提前。而造成糖
尿病年轻化的原因最大的可
能就是运动量不够，饮食量
过多、营养过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易
得糖尿病，是因为精神压力
大，晚上睡不着，或每晚玩到
半夜才回家，本来已经很疲
劳，神经系统却总保持在兴
奋状态，所以血糖指数老是
升高。”杨玉麦说，很多年轻
人自恃年轻体壮，常酗酒应
酬、暴饮暴食、熬夜，再加上
缺乏运动等，加重胰岛的负
担，最终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糖尿病如发现得早，部
分患者通过减肥，控制饮食
就能控制血糖。但如果拖得
时间过长，出现急性并发症
或严重慢性并发症等情况就
需注射胰岛素，所以早期发
现非常重要。”杨玉麦说。

本报记者 李 倩 康宇
通讯员 徐廷蕊

过去饭都吃不饱
哪有糖尿病患者

见到杨玉麦时，她刚接待
完一名老患者。和印象中快70
岁的老人不同，她仍有着一副
洪亮的嗓门和清晰的思路。杨

玉麦自小生活在菏泽鄄城县吉
山镇，父亲在镇上的信用社工
作，生活算得上和美。“有一次，
我奶奶高血压犯了，父亲就从
公社医院里找来了医生，当时
房间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医生
身上，听他的诊断结果。”初见
医生的记忆一直在她的脑海中
萦绕，她人生中也第一次有了
想做一名医生的想法。

1973年，下乡参加劳动结

束的杨玉麦被推荐上了济宁医
学 专 科 学 校 ( 今“ 济 宁 医 学
院”)，学习临床医学。“那时可
没想到，这医生一干就是一辈
子。”杨玉麦回忆说，自己是镇
里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经历
了两年半的临床专业学习后，
她被分配到了梁山县人民医院
斑鸠店分院，成了一名全科医
生。

“那时还没有糖尿病，几乎

鼻子上架着副老花镜，脸上带着亲和的微笑，让人不由对她心生亲近。作为共和国同龄人，杨玉麦
回忆起曾经历的跌宕过往，最让她自豪的就是成为了一名医生。如今67岁的她仍坚守在一线，致力于
宣传糖尿病的日常防控，守护身边病患的生命。

杨玉麦为患者看病。本报记者 康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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