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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

阿司匹林能不能和降压药一起服用？
■王星

□慢病防治

母乳喂养怎么做更科学母乳喂养怎么做更科学？？

关注口腔健康 品味老年幸福

希望80岁后您仍有20颗以上功能牙
■郭静

尿酸变化和痛风有何联系
■黄慈波

□健康服务

科学备孕 产前筛查 生后干预

守好三道防线预防出生缺陷
■赵津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实习记者 若谷）
母乳含有丰富的营养、免疫活性物质和水
分，能满足 0—6个月婴儿生长发育所需全
部营养，是婴儿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喂
养不仅为母亲和儿童带来很多健康益处，
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发展意义。近日，
记者采访了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产后康复科
护士长邢春梅，带您一起了解母乳喂养怎
么做更科学。

据邢春梅介绍：“母乳喂养的好处有 4
个，首先是对宝宝的好处。母乳是宝宝最适
合的天然食物，它可以促进宝宝的消化和吸
收，母乳中含有酪蛋白和抗感染因子蛋白，
两者的比例为1∶4，相对于牛乳（4∶1）有着明
显差别，容易被消化吸收；母乳中还含有不
可替代的免疫成分，可为宝宝提供强有力的

免疫保护，减少宝宝患病率。母乳喂养的第
二个好处是可以帮助妈妈减肥和塑形，每天
有效的母乳喂养可以消耗妈妈 500大卡的
热量；还有，宝宝在吸吮的过程中会刺激妈
妈的下丘脑，让下丘脑和脑垂体释放催产素
和泌乳素，不仅可以使奶量增多，还可以刺激
妈妈的子宫收缩；母乳喂养也可降低妈妈患
宫颈癌、乳腺癌、卵巢癌的风险。母乳喂养的
第三个好处是给家庭带来方便。不仅可以省
去在配方奶上的花费，而且母乳喂养的宝宝
相对不容易生病，可以减少家庭医疗支出。
母乳喂养的第四个好处就是经母乳喂养的孩
子身体素质好，不易患病，有利于提高全民族
身体素质 。”

怎样喂养更科学？“科学的母乳喂养要
遵循回应性照顾和顺应性喂养。”邢春梅解

释，“回应性照顾就是在妈妈怀孕期间，照
顾者就需根据宝宝发出的信号给予及时的
回应，妈妈要经常和宝宝互动，以增加彼此
的了解和熟悉度，这样不仅能让准父母提
前适应自己的身份，学会和‘孩子’沟通，建
立密切的关系；还能帮助宝宝做好胎教工
作，对宝宝在子宫内的发育有很大的积极
作用。如果宝宝出生以后妈妈及照护者对
宝宝发出的信号不能及时的满足就会造成
宝宝出生后的哭闹和不配合，增加带娃难
度。”

“顺应性喂养就是妈妈在喂养过程中，
首先要按需哺乳，要根据宝宝的需求给予
喂养，千万不要固定时间。宝宝出生的前3
天是泌乳的高峰期，建议每天喂补的次数
要大于 12—16次，这是因为通过频繁刺激

会产生泌乳素和缩宫素，可以快速的让妈
妈的乳腺进行疏通，产生泌乳机制，3天后，
等妈妈真正下奶之后，我们建议喂补8—12
次就可以了。每次喂奶的时间建议一次一
侧乳房需要喂 20—30分钟，因为妈妈的乳
汁分为前奶和后奶，其实宝宝吃的 10—15
分钟之前都是前奶，前奶的成分大部分是
水，所以喂哺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宝宝一次
把乳房吃空，这样效果才好，宝宝才能吃
饱。假如妈妈发现宝宝只吃了几分钟就不
吃了，这时妈妈需要揪揪宝宝的耳朵，动动
他的小脚丫，一定要把宝宝叫醒，让他彻底
吃饱了再睡，千万不要让宝宝睡几分钟后
再喂，因为这时宝宝吃得几乎都是前奶。
一般喂养正确的情况下，宝宝在满月时体
重最少要增长600克。”邢春梅说。

经常有患者问：降压药和阿司匹林能不能一起
吃？作为心脑血管科医生，我的回答是：阿司匹林
肠溶片和降压药可以同时服用，但需要注意几个问
题，否则易造成严重后果。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高危因素，心脑
血管疾病的患者中有很多是合并高血压的患者。
因为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重要高危因素，
我们之所以要控制高血压，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心脑
血管疾病的发生。有效地控制高血压，能降低心肌
梗死发生率 20%~30%，降低脑中风发生率 30%~
40%，足见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

同时服用阿司匹林和降压药是心脑血管疾病
常见的治疗方案。一般来说，阿司匹林肠溶片建议
空腹服用，可以早起空腹服用，也可以睡前空腹服
用。这样做的好处是，阿司匹林肠溶片能够顺利通
过没有食物的胃，抵达肠道，这样对胃的刺激更小。

而降压药一般也是建议早晨服用，因为早晨服
用有几个好处：控制晨起血压过高，降低心脑血管
疾病风险；一天一次降压药，早晨吃让全天血压更
平稳。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高血压患者，如果血压
过高时服用阿司匹林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所以如
果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合并高血压，则一定要监测血
压。如果血压过高暂时不能吃阿司匹林，必须把血
压降到安全水平再继续吃。

此外，还须长期观察阿司匹林的副作用。阿司
匹林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消化道出血，所以要长期
观察大便颜色，大便变黑一定要及时就诊。定期复
查血常规也要牢记，发现出血点要及时就诊。

吃降压药不是万事大吉，除了观察降压药的副
作用，还要坚持监测血压。此外，无论是高血压还
是心脑血管疾病，都必须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 （据《中国妇女报》）

9月 20日是第 35个“全国爱牙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
2023年“全国爱牙日”宣传活动的通知》，明
确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口腔健康 全身健
康”，副主题为“关爱老年口腔 乐享健康生
活”，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和《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
2025年）》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提升群众口
腔健康素养，敦促民众养成良好的口腔健
康行为。

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话说：“老掉
牙”。人老了掉牙是正常现象吗？很多人
认为，人老掉牙是一种自然规律，其实这是
一种错误的观念。牙齿是可以陪伴人的一
生。

2001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
“8020”计划，即80岁以上的老年人保留20
颗以上的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
是老年人口腔健康的标准。然而现实情况
不容乐观，我国 80岁以上的老人能达到这
一标准的人数不足 35％，甚至有相当数量
的老人全口无牙。

老年口腔健康“以小见大”
口腔是食物进入人体的第一道关口，

“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口腔健康直
接影响食物的咀嚼、消化和吸收。而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口腔疾病不仅直接影响

“吃”这件事，甚至还会加大很多全身疾病
的风险。一旦牙齿出了问题，身体就会像
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问题。

口腔健康与心血管系统疾病
牙周病是诱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研

究表明患有牙周病的人群比无牙周病人
群的冠心病发病率增加了 25%。口腔内
跟牙龈感染有关的细菌会进入血液并附
着在血管上，从而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

口腔健康与内分泌系统疾病
牙周病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研

究证实，牙周病不会引起糖尿病，但两者同
时存在时却会相互影响。当血糖控制不佳
时，容易引起口腔疾病的患病风险，同时，
如果牙周病未得到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
血糖水平难以控制，两者之间是双向促进

的。
口腔健康与呼吸系统疾病
牙菌斑可能是呼吸道致病菌的寄居

地，若老年人口腔卫生不佳，或者长期存在
口腔疾病，如龋病、牙周病等，口内的微生
物和细菌毒素等可能会随唾液一起在发生
咳、呛等动作时进入肺部，诱发肺炎或支气
管炎。

口腔健康与消化系统疾病
口腔疾病直接导致咀嚼功能低下，未

经充分嚼细的食物吞咽后加重胃的负担，
造成消化不良，促使慢性胃炎的发病。

此外，研究发现，牙菌斑和牙周袋很可
能是幽门螺杆菌的一个储存库。幽门螺杆
菌可引起消化性溃疡、胃炎等，甚至引起胃
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Ⅰ类致癌物。

口腔健康与阿尔兹海默病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阿尔兹海默病

与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牙龈卟啉单胞
菌有关系。口腔卫生不佳时，会释放出多
种促炎因子，引起大脑中的炎症反应，使阿
尔兹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增高。

老年口腔问题不容小觑
根龋致疼痛
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

数据显示，我国 65—74 岁老年人患龋率
高达 76.7%。其中根面龋占据四成，牙龈
萎缩、牙根暴露、唾液减少、清洁不到位，
是其主因。产生的疼痛造成生活质量下
降。

牙周病致牙齿缺失
牙周病源于牙根周围大量堆积的菌斑

和结石，使牙齿松动、脱落，这是造成“老掉
牙”的主因。若出现牙龈出血、口腔异味、

牙齿松动移位等问题，应及时就诊，积极治
疗，尽量保留天然牙。

磨损致牙齿敏感
老年人长期咀嚼硬物、大力拉锯式不

良刷牙方式，造成重度牙齿磨耗、楔状缺损
等口腔问题，造成牙本质暴露，受到冷、热、
酸、甜等外界刺激时出现明显酸痛不适感。

口腔黏膜疾病
口腔黏膜疾病与衰老生命现象和全身

免疫系统高度相关，是全身健康状况的一
面“照妖镜”，长期不愈的溃疡、硬结、斑块
等异常表现，都可能是癌症的“报警器”，与
长期烟酒、温度等不良刺激，以及嚼食槟榔
密切相关。

老年口腔健康需要呵护
“竭力”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惯
老年人口腔状况相对复杂，且老人们

的手部运动能力降低，坚持口腔“完美清
洁”就成了一件难事。因此学会借助科学
方法每天早晚有效清洁口腔、借助各式牙
刷、牙线、牙间隙刷、冲牙器、含氟牙膏、抗
菌漱口水等工具和药品，清洁天然牙和假
牙。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牙菌斑总量，
从而达到低成本预防龋病、牙周病、缺牙和
口腔黏膜疾病等口腔健康问题。

“合力”早期维护口腔健康门户
早诊断早治疗是预防口腔疾病恶化的

良方。涂氟防龋、清洁牙石、及时诊治、早
点镶牙、卫生指导以及合理膳食等问题，都
是需要和专业口腔医生共同完成的任务。
找个值得信任的医疗机构和牙医，每年两
次检查，心里稳稳的，幸福妥妥的。

总之，人虽老，牙健在，这是共筑幸福
晚年生活的基础。 （据《陕西日报》）

9月12日是第19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
日”，今年的主题为“预防出生缺陷，科学健康
孕育”。出生缺陷是影响出生人口素质和健
康水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据估计，我国出
生缺陷总发生率约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
约90万例。世界卫生组织倡导通过孕前、孕
期、产后三级预防策略来减少出生缺陷。

据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主任邵平
介绍，天津市从2008年至今通过妇女儿童健
康“行动计划（2008—2012）”“促进计划
（2013—2020）”“提升计划（2021—2030）”三
个阶段的政府惠民项目，建立并完善了出生
缺陷的三级防控体系，实现了对缺陷儿出生
的有效干预。从2009年到2022年14年间，
天津市出生缺陷率一直处于12‰以下低水
平状态，共检出儿童智力、听力、视力、肢体等
残疾儿童共37210例，先天性心脏病25558
例，孤独症儿童4145例，均给予了转诊和干
预。同时，政府对于检出上述疾病符合条件
的儿童也给予了医疗康复救助。天津市聋
校、盲校、启智学校生源不断减少，80%聋儿
可进入普通幼儿园和小学就读。

邵平提醒育龄夫妇做好婚前体检科学
备孕，一旦怀孕要尽早至辖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建立《天津市孕产妇保健手册》，接受孕
产妇健康管理，严格按流程进行各项检查。
家庭、社会共同守好预防出生缺陷的三道防
线，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一级预防：婚前保健孕前准备 免费检
测提供半年叶酸

出生缺陷的一级预防是在婚前和孕前
采取措施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天津市妇
女儿童健康计划为育龄夫妇提供婚前保健
服务、孕前叶酸检测与补服。天津市对备孕
女性进行乙肝、梅毒和叶酸筛查，总体覆盖率
已达95%以上。

婚前保健是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在

结婚登记前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婚育健康指
导和咨询服务，让准备结婚的育龄男女了解
双方身体状况是否适于婚育。

邵平建议，婚后计划孕育宝宝做好七点
准备：调整心理，选择恰当受孕时机，女方最
佳生育期在24岁至29岁，男方在26岁至35
岁；避免病毒感染，接种各类疫苗前咨询医
生是否对备孕、妊娠有影响；孕前筛查乙肝、
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发现阳性及时、规范
治疗；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甲状腺功能等
与内分泌、代谢相关的指标，尽量在孕前调
整至正常状态；已经在服药的夫妇，备孕前
应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或更换药物种类；
备孕期饮食营养均衡、健康，孕前将体重指
数（BMI）控制在正常范围，适当增补叶酸；
女职工应避免在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
中工作。

孕前及时检测叶酸，并根据检测结果有
针对性地补服，可以有效减少胎儿神经管缺
陷的发生。天津市对登记结婚的男女双方
免费取血进行叶酸检测，为计划怀孕的男女
双方或孕早期的女性制定个性化增补叶酸
方案。备孕妇女可免费领取6个月药量的叶
酸（0.4mg/天）。

二级预防：无创产前筛查诊断 有效避
免严重缺陷儿出生

出生缺陷的二级预防是通过产前筛查
和诊断，避免严重缺陷儿的出生。产前筛查
是用比较经济、简便、对胎儿和孕妇无损伤的
检测方法，在外表正常的孕妇中查找出怀疑
有唐氏综合征（21-三体综合征）等严重先天
性缺陷儿的高危孕妇，筛查的主要疾病包括
非整倍体染色体异常、神经管畸形和结构畸
形等。

天津市妇女儿童健康计划为孕妇提供
的出生缺陷二级预防项目包括产前胎儿染
色体检测、非整倍体无创基因检测、妊娠期营

养、内分泌与代谢疾病干预。
妊娠11—13+6周胎儿颈项透明层厚度

评估 21-三体综合征等多项畸形的发生风
险。

妊娠12—22+6周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
无创基因检测（NIPT）。2019年起，天津市免
费为全市户籍孕妇进行此项检测。

妊娠18—24周系统超声检查对胎儿各
部位系统扫查，筛查胎儿结构畸形，如无脑
儿、严重脑膨出、开放性脊柱裂、先天性心脏
病等。

三级预防：出生后疾病筛查诊断 八类
疾病实现早诊断早干预

三级预防是在儿童出生后及时进行疾
病的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实现出生缺陷
良好转归。目前天津市新生儿主要筛查项
目包括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筛查、苯丙酮
尿症筛查、新生儿听力仪器和听力基因联合
筛查、儿童先天性白内障筛查、儿童髋关节发
育不良筛查、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儿童神
经心理行为发育筛查、儿童孤独症筛查。

甲低和PKU筛查。先天性甲状腺功能
减低症（甲低）、苯丙酮尿症（PKU）早期确诊
后规范化治疗可以避免智力残疾的发生，促
进其正常生长发育。出生后72小时并充分
哺乳的新生儿，在天津市助产机构采集足跟
血可进行两病筛查。天津市户籍儿童初筛
免费，确诊儿童可在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接
受治疗和医疗救助。

听力仪器和听力基因联合筛查。两种
方法相互补充，做到听力损伤检出的最大化
和及时性。新生儿听力初筛在分娩医院、助
产机构进行。目前对于具有天津市户籍，经
天津市儿童听力障碍诊治中心检测，确诊为
双耳永久性听力障碍，有佩戴助听器适应症、
且无佩戴助听器禁忌症的不满4周岁儿童，
可以免费验配高档全数字助听器。

先天性白内障筛查。白内障患儿适时
手术同时配合规范训练，可避免失明。天津
市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健康管理的1岁
以内婴儿，可在出生后6至8周、6月龄、1岁
时在妇幼保健机构进行筛查。天津市户籍
儿童享受初次筛查免费。

髋关节发育不良筛查。对4个月以内的
婴儿进行髋关节B超检查，可以早期诊断、早
期干预，避免由此导致的肢体残疾。新生儿
可在生后6至8周时在妇幼保健机构进行髋
关节B超筛查。天津市户籍儿童享受免费初
筛和复筛。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天津市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接受健康管理的婴儿出生后2至
3月龄在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心脏彩色多普勒
筛查。父母一方或儿童本人户籍为武清、宝
坻、宁河、静海、蓟州，或儿童所在家庭为天津
市残疾或低保家庭的儿童享受免费初次筛
查，其他儿童享受优惠价格。对于天津市户
籍，残疾或低保家庭的7岁以下先心病儿童，
在市儿童医院、市胸科医院、泰达国际心血管
病医院手术时，可享受2万元（单一型）或4万
元（复杂型）的政府救助。

神经心理行为发育筛查。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接受健康管理的0至6岁儿童通过
高危因素法、NBNA筛查法、心理行为发育问
题预警征筛查法以及在8至13月龄时采用
标准化发育筛查量表进行筛查。天津市户
籍儿童享受免费初筛，符合条件者免费复筛
和优惠诊断。

儿童孤独症筛查。在患儿3岁前开始干
预，可明显改善其发育功能障碍的程度。天
津市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健康管理的
儿童，可在18和24月龄时采用特定量表进
行筛查，天津市户籍儿童免费初筛和复筛并
优惠诊断。

（据《天津日报》）

不少人认为，尿酸水平高就是痛风。其实，高
尿酸血症不等于痛风。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同种疾病的不同阶段。
高尿酸血症主要是指在正常饮食条件下，不在同一
天测两次尿酸均大于 420微摩尔/升。由于尿酸水
平长期高于正常值，尿酸盐结晶沉积在人体的关节
处，刺激关节形成无菌性关节炎，则为痛风。

痛风的主要表现是关节处有红、肿、热、痛症
状。尿酸盐结晶不只在关节沉积，还会沉积在耳
廓、皮下、肾脏、泌尿系统等处，引起“痛风石”、高尿
酸血症肾病、尿酸性肾结石等问题。

尿酸水平高一定会引发痛风吗？未必。有些
人长期尿酸水平高，但并没有痛风发作。而有些人
痛风发作时，尿酸水平仍然在正常范围内。

一般来说，痛风发作是有诱因的。比如，高尿
酸血症患者在酗酒或暴饮暴食后，或者在受凉后，
就容易痛风发作。关节损伤或尿酸水平突然降低，
也可能诱发痛风。从症状上看，痛风的关节疼痛常
从大脚趾关节开始出现，以夜间疼痛多见，疼痛剧
烈，难以忍受。

有研究表明，新鲜豆制品不会明显升高尿酸水
平，痛风患者可以酌情少量摄入。

一般来说，高嘌呤动物性食品包括部分水产品
（基围虾、扇贝、河蟹、黄花鱼、草鱼、沙丁鱼、凤尾
鱼）及动物内脏。中高嘌呤动物性食品包括猪肉、
牛肉、羊肉等红肉。

中高嘌呤植物性食品包括海带、海苔、紫菜、蘑
菇干（香菇干、榛蘑干、猴头菇干）、豆类（黄豆、绿
豆、腐竹、豆腐干），以及部分新鲜蔬菜如芹菜、菠
菜、西蓝花等。高嘌呤动物性食品中的动物内脏，
熬煮浓汤和火锅等烹饪方法会明显升高尿酸，痛风
患者应避免选择，但可适量摄入红肉。

痛风患者要远离酒精。这是因为酒精既增加
尿酸产生又减少尿酸排泄，进而能够明显升高血尿
酸水平，诱发痛风发作。其具体机制是酒精代谢会
消耗三磷酸腺苷，产生单磷酸腺苷，而后者是尿酸
生成的底物，会升高尿酸。同时，酒精可通过尿酸
转运体交换尿酸，促进肾小管对尿酸的重吸收，减
少尿酸排泄。酒精摄入越多，痛风发作风险越大。
啤酒和烈酒均可增加痛风发作。

各种酒类其实都属于高嘌呤食物，尤其是啤
酒。啤酒是一种发酵的饮品，其嘌呤含量非常高，
即使是经低温蒸馏蒸发酒精后的啤酒，仍可升高血
尿酸水平。白酒、红酒的嘌呤含量次之。总的来
说，痛风患者应严格戒酒。

痛风急性发作期治疗的主要原则是快速控制
关节炎症和疼痛。急性期应卧床休息，抬高患肢，
最好在发作24小时内开始用药。因尿酸波动（尤其
是超过100微摩尔/升的大幅度波动）可导致痛风急
性发作，大多数痛风治疗指南均不建议在痛风急性
发作期开始时使用降尿酸药物，应在抗炎、镇痛治
疗两周后再酌情使用。

降尿酸治疗期间，因人体组织内尿酸结晶减
少、血尿酸水平下降，容易导致关节内尿酸水平失
衡，甚至出现痛风石溶解情况，使关节内炎症反应
加剧，导致反复出现痛风急性发作症状。因此，在
正规的降尿酸治疗期间，医生会进行痛风发作的预
防性处置。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