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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

□贴心呵护

脑卒中后功能恢复
早期康复至关重要

●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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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正式入伏，三伏天是养
生保健好时机。那么，三伏天养生应
该注意些什么呢？为此，记者采访了
市中医蒙医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朱
晓。

“三伏天养生要注意三防二养，
就是要防暑气、防寒气、防湿气、养脾
胃、养阳气。”朱晓告诉记者。

“中医认为，夏季暑气盛行，侵入
人体常见腠理开而多汗，汗出过多导
致体液减少，如果不及时补充津液，
会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
不佳，甚至神志昏迷、血压下降，所以
防暑气很重要。户外活动要避免太
阳直接暴晒，赤膊烈日下工作可能会
灼伤皮肤、中暑，中午 12 点到下午 3
点是最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尽量减少
外出，及时补水，少量多次，加强房间
通风、降温。”朱晓说。

“夏季吹空调纳凉、吃冷饮无度，
时间长了中气内虚，风寒趁虚侵袭导
致疾病，以身热头痛、无汗恶寒、关节
酸痛、胃肠不适、腹痛腹泻等为主要
症状，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较弱的人
群要尤为当心，要防寒气。所以，夏
季饮食不应过度贪凉，要注意饮食的
营养搭配，做到不挑食不偏食，使用
空调、电扇应有所节制，温度不应过
低，最好控制在 26度左右，而且不能
直吹头部。”朱晓说。

“夏季雨水多，湿气较盛，要防湿

气。过食肥甘厚腻、生冷寒凉的食
物，容易导致湿气内生。湿气在体内
滞留时间太久，往往会出现腹胀腹
痛、消化不良、皮炎湿疹、精神萎靡等
健康问题。所以，三伏天要保持居住
环境干燥通风，在阴雨天要注意关闭
门窗，天晴后及时开窗通风，室内湿
度太大，可以使用空调除湿模式或除
湿机以去除湿气；合理饮食，少吃高
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外出时要携带
雨具以防淋雨，出游时不要坐在阴冷
潮湿的地方。”朱晓介绍。

“三伏天要注意养阳气。机体阳
气充沛，才是健康又长寿的前提。夏
季人体内的阳气最为旺盛，然而由于
无节制地吃冷饮、吹空调，过度贪凉，
会伤到阳气。建议大家要晚睡早起，
避免熬夜；饮食以清淡为主，不要贪
凉，多吃低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少吃
辛辣刺激、肥甘厚味之品；夏季肠道
感染病高发，注意饮食卫生，减少在
外用餐；坚持体育锻炼，有利于提高
人体的免疫力，但是锻炼要注意避开
高温时段，避免剧烈运动。”朱晓表
示。

“很多人在三伏天受到‘苦夏’的
困扰，口淡乏味，食欲不振。因此，养
护脾胃也是夏季养生的重点。夏季
饮食要适量食用苦瓜、苦菜等苦味食
物，以清泄暑热之气，但不可食苦过
度，以免损伤脾胃之气；还可适当吃

一些味辛健脾的食物，如葱、姜、香
菜、荠菜等，不仅可以醒脾健脾，还能
增进食欲，同时适量吃些酸咸之物，
达到敛汗护阴之效。”朱晓说。

同时，朱晓建议大家三伏天养
生可以做一下三伏灸。朱晓说：“根
据中医‘天人相应’‘冬病夏治’及

‘内病外治’的理论，三伏天，在人体
上进行取穴并把特制药物贴敷在穴
位上，将药物和穴位的功效相结合，
给予机体温阳补益的治疗，能够补

充人体阳气、增强体质、提高免疫
力，同时，借助自然界之阳气的生
发，借其势而治之，最易祛除体内
沉积的寒邪，从而达到阴平阳秘、
冬病夏治的疗效，具有保健治病效
果。三伏灸，作为一种传统中医疗
法，其独特之处在于利用三伏天自
然 界 阳 气 最 旺 盛 的 时 机 ，通 过 艾
灸、针刺等方式对人体特定穴位进
行刺激，以达到治疗疾病、预防保
健的目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器官功能逐
渐衰退，感觉功能也在逐渐退化。而正
常的感觉功能是维持老年人健康和良
好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

作为老年综合征之一——感觉功
能下降，可导致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
降、营养不良、抑郁及焦虑、跌倒及对环
境适应能力的降低，还与衰弱、肌少症、
失能，甚至死亡风险升高有关。其中老
年性听力下降，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感觉

缺陷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约有32.8%合并听
力下降，且这一发病率仍在继续增长。
在美国 65~75岁的老年人群中约有 1/3
合并听力下降，而这一比例在≥75岁的
人群中可高达 1/2。老年性耳聋现在排
全球致残性疾病的第四位，给个人、家
庭及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也因此越
来越为全社会所关注。

出现哪些情况，说明老人可能出现
听力下降？

当老人开始频繁出现下列情况中
的一条或几条的时候，就提示可能已经
开始出现听力下降了：

1.老人开始频繁让身边的人重复
说话；2.老人身边的人认为老人已经出
现了听力下降；3.老人开始害怕同不熟
悉的人进行交谈；4.老人出现耳鸣；5.在
听不清对方讲什么的时候老人用点头
及微笑掩饰自己；6.老人不再能听到以
前经常听到的鸟鸣及机器的嗡鸣声。

这个时候也许就应该抽空带着老
人来医院测测听力了。

年纪大了，老年性听力下降需要干
预吗？

不少老人都觉得，耳不听心不烦，

年纪大了听不见就听不见吧，落个耳根
儿清净，不用干预了。其实这是不对
的，听力下降可不仅仅是影响老人“听”
声音的能力，它还会影响老人的空间定
位能力及言语识别能力，尤其是噪声下
的言语识别能力也会出现明显减退，这
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会说：“我听得
见他说话，但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同时老年性听力下降如果长时间不加
以干预还可能伴发认知功能障碍（阿尔
茨海默病的前期）。在2017年于伦敦举
行的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大会上，柳叶刀
预防、干预和护理协会提出了一种新型
的基于寿命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模型，
其中听力损失就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
病相关的9种健康和生活方式中最大的
潜在并可被改变的危险因素。对老年
性听力下降的早期发现及积极干预能
够有效预防甚至逆转轻度认知功能障
碍的发生，作用不容小觑。

刚戴上助听器声音大不舒服，它会
加重听力损失吗？

很多老人在刚开始佩戴助听器的
时候，感觉声音被放得很大，震得耳朵
十分难受，甚至比佩戴助听器之前更难
以忍受，于是就认为是助听器不好，会
加重听力损失。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

确的。感觉声音过大，一方面可能是由
于老年性听力下降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大脑已经适应低输入的模式，突然放大
输入信号，不适应也是正常的，需要一
个循序渐进适应的过程。所以在佩戴
助听器的初期，建议患者每天间断佩
戴，待适应后再逐渐延长佩戴时间。另
一方面，也可能是助听器的验配参数还
未调整到最适合的水平，需要寻求专业
验配师的帮助。

关于助听器的好坏，现有研究表
明，助听器可以通过增强因为听力下降
而减弱的听觉信号，实现对听觉通路的

“更好”输入，然后再到大脑皮层，从而
改善自下而上的听觉信号传导过程。
通过提高日常生活中声音的可听度，有
效地改善患者的社交、情绪和沟通能
力，进而提高患者的认知功能，预防老
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敬老从心出发，助老从“耳”开始。
在关爱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关爱老
年人的耳健康也不容忽视。保护听力
健康，乐享幸福晚年，还老年人一个“耳
聪目明”的世界。

（据《中国妇女报》刁桐湘系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
医师；郏蓉系老年科副主任医师）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
血管疾病，可能导致大脑的功能受
损。康复是脑卒中后恢复功能、提高
生活质量的关键环节。早期康复尤其
重要，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残
疾、提高康复效果。

脑卒中后，大脑受损区域的功能
可能受到影响，导致患者出现运动、
感觉、语言、认知等方面的障碍。早
期康复能够刺激大脑的可塑性，促进
受损神经功能的恢复。通过科学合
理的康复训练，可以帮助患者重建运
动模式、改善肌肉力量、提高平衡和
协调能力，从而逐步恢复日常生活能
力。脑卒中早期康复的常用方法如
下：

物理疗法 物理疗法是脑卒中早
期康复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关节活
动度训练、肌肉力量训练、平衡与协调
训练等。通过专业的物理疗法师指
导，患者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适
当的运动，逐步改善肢体功能。

作业疗法 作业疗法旨在帮助患
者恢复日常生活能力，如进食、穿衣、
洗漱等。通过针对性的训练，患者可
以逐渐掌握这些技能，提高生活自理
能力。

语言疗法 对于出现语言障碍的
患者，语言疗法师会通过语音训练、听
力理解训练、书写训练等方法，帮助患
者恢复语言沟通能力。

心理疗法 脑卒中后，患者可能

面临情绪低落、焦虑等问题。心理疗
法可以帮助患者调整心态，增强康复
信心，提高生活质量。

脑卒中早期康复对于患者的恢复
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为确保患者安全和康复效果，进行
早期康复时需注意以下事项：

个体化训练 每个患者的康复情
况都不尽相同，因此康复训练需要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调整。
康复师会根据患者的评估结果，制订
合适的训练计划，确保训练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循序渐进 康复训练需要循序渐
进，不能急于求成。患者需要在康复
师的指导下，逐步增加训练强度和时
间，避免过度训练导致损伤。

家庭康复 除了医院内的康复训
练，家庭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患者
和家属需要了解并掌握一些基本的康
复知识和技能，以便在日常生活中进
行持续的康复训练。

定期复查 康复过程中，定期复
查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复查，可以了
解患者的康复进展，及时调整训练计
划，确保康复效果。

坚持康复 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患者和家属的耐心和坚持。
即使取得了一定的康复成果，也不能
掉以轻心，需要继续坚持康复训练，巩
固和提高康复效果。

（据《大河健康报》）

关节置换术是一种常见的骨科手
术，主要用于治疗关节疾病或关节损
伤。然而，超过10%接受关节置换术的
患者会因人工关节无菌性松动而需要
进行翻修，在增加患者痛苦的同时也给
他们带来了额外的经济负担。

日前，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
系统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成功在钛金属
植入物表面制备了一种新型压电纳米
纤维涂层，可以有效预防植入物无菌性
松动，降低关节置换术失败率。相关成
果发表在《先进功能材料》上。

无菌性松动会对关节置换术造成
哪些风险？新型纳米纤维涂层如何预
防无菌性松动？其临床应用前景如
何？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急需降低术后翻修率
关节置换术是将人工材料制作的

关节植入人体内，使其代替病变关节发
挥功能的外科手术。“无菌性松动是人
工关节假体在无感染且无外部创伤的
情况下，与骨骼之间发生的松动，是关
节置换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它是造
成关节置换术后翻修的常见原因，严重
影响人工关节假体的使用寿命。”苏州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
应子介绍。

避免无菌性松动发生有诸多难
点。张应子说，首先，无菌性松动在临
床上的发生不可预测。虽然有研究表

明，肥胖、衰老、遗传基因等因素与其密
切相关，但这些关联性目前尚无定论与
共识。同时，因为临床实践中对无菌性
松动尚无有效防治手段，所以现在主要
采取的应对方法仍是手术翻修。而手
术翻修难度大，造成的创伤也较大，且
术后并发症较多，会给患者带来沉重负
担。

目前，无菌性松动的发病机制尚不
明确。国内外研究提出了多种发病机
制理论，包括磨损微粒诱导骨溶解理
论、微动理论、应力遮挡理论、高流体压
力理论、内毒素理论和个体遗传差异理
论等。

其中，磨损微粒诱导骨溶解理论是
当前接受度最为广泛的一种理论。这
一理论认为，骨植入物磨损产生的微小
颗粒使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异常，继而
引起破骨细胞过度表达，加剧了骨溶
解，导致骨重建平衡被打破。骨植入物
周围过度表达的破骨细胞使得骨植入
物进一步松动，从而产生更多磨损颗
粒。磨损颗粒使破骨细胞进一步被激
活，导致无菌性松动形成恶性循环。

“预防无菌性松动，可以从减少人
工关节假体磨损颗粒产生的角度入
手。但这对假体的加工工艺、个性化定
制水平，以及假体的应力匹配等方面要
求较高，将耗费更多的财力人力。”张应
子说。

因此，在目前成熟的植入假体基础
上，开发一种具有普适性、灵活性且长
期有效的再加工方法，即在已有植入假
体上进行加工改造显得尤为必要。

材料来源广泛且成本低廉
“为了更好地应对无菌性松动，我

们首先验证了磨损微粒诱导骨溶解理
论的合理性。”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
源与系统研究所研究员李舟介绍。

研究人员在大鼠股骨髓腔内进行
了钛金属植入手术，并向钛植入物附近
注射钛纳米颗粒，模拟植入假体产生的
磨损颗粒。

一段时间后，研究人员对钛植入物
周围的新生骨进行显微CT扫描分析，
发现注射钛纳米颗粒的大鼠新生骨生
长受到明显抑制。这说明磨损微粒诱
导骨溶解理论成立，磨损颗粒会引起巨
噬细胞异常吞噬，从而上调破骨细胞的
骨溶解活动，导致植入物周围新生骨量
较低。

成骨细胞是一种电响应型细胞，其
生长增殖分化等生理活动受电信号直
接调节。“我们在此前的研究中发现，聚
左旋乳酸（PLLA）是一种能将机械能转
化为电能的压电材料。其产生的电信
号能显著促进成骨细胞分化，促进新骨
再生。”李舟说。

为了加强这种电刺激，团队将唑来
膦酸（ZA）作为 PLLA 材料加工过程中

的成核剂。一方面，这样可以提高
PLLA的压电性能；另一方面，ZA作为
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的临床药物，能够从
PLLA中缓慢释放出来，直接抑制破骨
细胞的骨溶解活动。

研 究 人 员 将 这 种 掺 杂 了 ZA 的
PLLA作为涂层，通过静电纺丝工艺制
备在植入物表面。它能够包裹住植入
物，使其在磨损时减少磨损颗粒产生，
且疏松的纳米纤维涂层有利于细胞快
速长入。在PLLA和ZA的协同作用下，
该涂层能快速启动骨植入物周围的新
骨再生，并能长期预防骨溶解活动异
常，起到预防植入物无菌性松动的作
用，有望大大提高关节置换手术成功
率。

实验结果表明，在磨损微颗粒存在
的情况下，相比于单纯的钛金属植入
物，表面制备了PLLA/ZA涂层的植入物
周围新骨生成体积比从 11.67%提高至
75.06%，且新生骨中几乎不存在成熟的
破骨细胞。

新型纳米涂层有利于细胞和血管
浸润，具有生物安全性和可降解性等特
点。而且 PLLA来自可再生能源，能从
植物淀粉中提取，来源广泛、成本低
廉。“这种涂层预防无菌性松动效果显
著，在临床应用方面很有发展前景。”李
舟说。

（据《科技日报》）

夏天高温雨水多，暑热夹湿，人的
脾胃易受湿邪所困，出现胃口不好、浑
身无力、溏便或小便黄少等湿邪缠身

现象。此时吃鸭肉，可起到健脾和胃
助化湿的效果。现介绍几款鸭肉食疗
方供读者参考。

夏吃鸭肉 健脾化湿
●何迎春

材料：嫩麻鸭 1只（约 1250克），葱结 25克、生姜 10克、桂皮 10克、绍酒 50
克、酱油350克、白糖120克。

做法：
1.将鸭子放在沸水中焯水，除去血沫，洗净，沥干水。
2.将炒锅洗净置于火上，放入焯水洗净的鸭子、葱结、生姜和桂皮，加入绍

酒、酱油、白糖（60克）与清水。旺火煮沸后改用小火卤 40分钟至七成熟，再加
入白糖（60克），用手勺不断地把卤汁淋浇在鸭身上，至色泽鲜亮、原汁稠浓时出
锅。

3.将卤鸭斩成1.5厘米宽的条块装盘，浇上卤汁即可。
功效：补气养阴。

材料：荷叶一张，鸭边腿1只，冬瓜500克，葱姜、料酒、盐、胡椒粉、鸡精各适量。
做法：1.荷叶用水浸泡后洗净，撕成小块。鸭边腿切块，与姜片、葱段一起放入

锅中，加入料酒焯水去腥。2.将焯过水的鸭肉、荷叶、冬瓜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
烧开后转小火炖煮1小时。3.加入盐、胡椒粉、鸡精调味，撒上葱花即可。

功效：清暑化湿。

材料：鸭子半只、白萝卜100克、酸萝卜50克、葱3段、姜6片、料酒15毫升、
白糖15克、白胡椒10克、盐少量。

做法：1.鸭子洗净切块，白萝卜切成无名指长短的段。锅中加水，放入鸭
子、姜片、葱段、料酒，大火烧开后撇去浮沫，转小火炖煮 40分钟。2.加入白萝
卜、酸萝卜继续炖煮20分钟。3.加入白糖、白胡椒、盐调味，撒上葱花即可。

功效：滋阴养胃、补血行水。
（据《家庭医生报》）

荷叶鸭肉冬瓜汤

酸萝卜老鸭汤

有效预防无菌性松动，避免手术翻修

新型纳米涂层为置换关节加“保护膜”
●华 凌

听力下降是感觉缺陷，老人听不清要干预
●刁桐湘 郏蓉

● 老年性耳聋排全球致残性

疾病的第四位，给个人、家庭及社会

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 老年性听力下降如果长时

间不加以干预还可能伴发认知功能

障碍（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期）。

● 刚开始佩戴助听器的时候，

感觉声音被放得很大，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大脑已经适应低输入的模

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助听器的验

配参数还未调整到最适合的水平。

□健康提醒

材料：薏仁38克，绿豆38克，陈皮2片，老鸭1只，清水、盐适量。
做法：
1.老鸭切块，洗净后汆烫。薏仁、绿豆洗净，陈皮用水泡软。2.清水煮沸，把

各种材料放入煲内，用大火煮20分钟，再改用小火熬煮2小时。3.加入盐调味，
即可饮用。

功效：清热解毒、健脾消暑。

薏仁绿豆老鸭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