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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商报讯 记者吴小镛 通讯员田
峰 罗琴报道：静脉血栓、肺栓塞2个

“定时炸弹”潜伏在体内，而自己都浑然
不知。近日，69岁的许阿姨来到南方医

科大学顺德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常规
体检，幸亏医疗团队的“火眼金睛”，通
过专业的预判与筛查，及时发现了许阿
姨的高危病情，并最终顺利“拆弹”。

珠江商报讯 记者陈敏奇 通讯员洪国
保摄影报道：3月14日是第19个世界肾
脏病日，为提高群众对肾脏疾病的认识及
健康防范意识、鼓励血透病友积极生活，
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肾内风湿免疫科联
合博雅社工团队举办2024年世界肾脏日
系列活动。当天上午9时至11时，在医院
门诊二楼大堂开展“肾脏病日”义诊宣传
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肾脏病相关知
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义诊活动现场市民踊跃参与，肾内科
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前来求医问诊的市
民提供肾内科专科咨询，并提出个性化诊
疗意见。现场还为有需要的群众进行免费
测量血压、血糖、尿酸、尿蛋白初筛等检
查，让市民能够及时准确的了解自己的身
体状况。

同时，该院肾内科继续举办往年的传
统特色活动——乐享“肾”命血透肾友
会。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护理部主任肖
丽萍、客服中心黄灿现场为血透肾友加油
打气，为优秀病友颁奖。多名血透肾友获
得最长透析龄奖、最佳控水奖、最佳自我
管理奖、进步之星奖等各种奖项，获奖证
书+奖品饱含满满的鼓励和正能量。

活动现场，通过医患互动游戏、有奖

问答、转盘大抽奖等轻松互动方式，还有
血液透析中心医护人员向血透病人介绍通
路维护及慢病自我管理的方法，呼吁患者
朋友要高度重视慢性肾脏病自我管理，关
爱自己，共同维护健康生活。同时向广大
透析患者家人提供健康宣传及健康咨询，
增强患者对慢性肾脏疾病及透析并发症预
防及治疗的认识，与患者建立了良好医患
伙伴关系，助力并激发了患者战胜疾病的
信心及希望。

据估计，慢性肾脏病（CKD）影响全
球超过8.5亿人，2019年导致310多万人
死亡。目前，肾脏疾病是第8大死亡原
因，如果不加以重视，预计到2040年，
肾脏疾病将成为导致寿命损失的第5大原
因。此外，在3月13日下午，暨南大学附
属顺德医院肾内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吴
雄彬视频直播分享了CKD常见的症状特
定、早期发现及诊断知识。

通过本次系列活动，切实提高了人们
对肾脏病的认知和重视，帮助肾脏病患者
积极面对肾病，提升生活质量。暨南大学
附属顺德医院肾内风湿免疫科医务人员会
继续将爱心传递下去，全面提高自身医疗
技术及服务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
效、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

顺德医生“火眼金睛”
多看一眼救人一命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启动绿色通道，成功救治高危病人

乙肝能治愈吗？脂肪肝能逆转吗？预防肝
硬化的关键是什么？3月18日是第24个“全
国爱肝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防早筛，
远离肝硬化”。

肝脏是我们身体中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
它像一个中央银行，负责管理身体“三大货

币”（气、血、水） 的流通，负责合成、代
谢、解毒、血液净化等重要功能。遗憾的是，
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受
到肝病的威胁。3月18日，南方医科大学顺德
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李红通过科普直播，为
保护肝脏支招。

乐 享
“肾”命血
透 肾 友 会
现场。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开展肝病义诊及健康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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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共筑肾脏健康防线

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举行2024年世界肾脏日系列活动

大部分血栓形成初期，身体是没有
任何感觉的。但是，当腿部有以下3个
症状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可能是身
体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

1. 腿部发红、发热
当下肢出现血栓时，血流量减少，

从而给静脉带来压力。当体液渗透到
其他组织，容易引起下肢炎症反应，主
要表现为腿部发红、有灼热感。

2. 下肢肿胀，疼痛
深静脉血栓最常见于下肢。血栓

形成后，血液回流受阻，就会出现下肢
肿胀、疼痛。一般是单侧发病，疼痛集
中在小腿深处。

3. 间歇性跛行
间歇性跛行是血管堵塞的典型症

状，具体表现为腿酸，原来走几千米
都没事，现在走几百米就腿疼得厉
害。如果下肢动脉堵塞没有进行规范
治疗，还可能导致下肢严重缺血，皮
肤温度下降，不行走时也会出现下肢
疼痛。

日前，许阿姨在家人陪伴下来到南
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做例
行体检。在接待过程中，健康管理科罗
琴医生无意中多瞧了一眼，发现许阿姨
不光走得慢，看起来甚至还有些跛行。

仔细询问后，家人才知道许阿姨左
脚已经肿了一段时间，最近更是连鞋子
都穿不上，而且一走路就痛。细心的罗
医生检查后发现，许阿姨的左小腿中、
下1/3比右侧明显肿胀，皮肤温度也明
显升高。专业敏感度极高的她，迅即开

始警惕许阿姨是否存在“下肢静脉血栓
形成”的可能。

罗医生一边补充询问老人家近期是
否存在久坐、手术等问题，一边快速安
排下肢血管彩超、D－二聚体、心电图等
专项检查。

2小时后，许阿姨的所有检查结果都
证实：左下肢深静脉血栓、急性肺栓塞。
医生在医院内紧急启动绿色通道，为许阿
姨及早进行了“急性肺栓塞”介入干预，及
时保障了许阿姨的生命安全。

事件回放

多看一眼结果查出大风险

“无论是哪里的血管堵了，都有着一
个共同的‘凶手’——血栓。”医生介
绍，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凝血和抗凝系
统处于动态平衡，如果凝血功能变强或
抗凝功能减弱，血细胞聚集到一定程
度，就会形成血栓。血管内膜损伤、血
液流速缓慢、血液高凝状态，是目前公
认的血栓形成三大“元凶”。

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因血栓导
致的死亡约占总死亡人数的51%，远远
超过了肿瘤造成的死亡。

更为可怕的是，99%的血栓意外发
生时，自身毫无征兆，只有当血管堵塞

到一定程度，才有所察觉。除了常见的
“脑血栓”，血栓其实有很多种，会出现
在身体的很多部位。

“别小看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危害。”
医生指出，深静脉血栓 （Deep Vein
Thrombosis，DVT） 是血液在深静脉
内不正常凝结引起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
病，常发生于下肢，是一种常见的血管
疾病。“除了有较高的发病率，重点是会
引起包括急性肺栓塞等严重的潜在后
果，如果不及时发现、治疗，会威胁生
命安全”。医生说。

血栓的致死率远超肿瘤

深静脉血栓“腿”先知健康科普

据统计，中国的肝癌发病率占全球的近
54%，92.05%的肝癌与乙肝有关，其余部分与
丙肝、药物性肝损伤、酒精性肝病和脂肪肝等
有关，而中国的肝癌主要来源于乙肝。

“因此，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也是重
中之重。”李红介绍，在她25年的肝病临床
治疗经历中，最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一
意孤行、不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还有就
是自我感觉良好而随意停药的患者。“我们在
病房里看到的许多重症患者，不管是大腹便
便反复住院的、呕血的、昏迷不醒的，还是
肝衰竭的甚至肝癌的，在若干年前的他们可
能也是症状不明显的轻症乙肝患者，所以提
醒大家，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要不重视抗病毒
治疗，因为病毒会悄悄地复制、慢慢地闹
事”。

李红介绍，抗病毒治疗的目标，是最大限
度地长期抑制HBV复制，减轻肝细胞炎症坏
死及肝脏纤维组织增生，延缓和减少肝功能衰
竭、肝硬化失代偿、肝癌和其他并发症的发
生，改善生命质量，延长生存时间。“因此呼

吁大家，尤其是很久没有检查的乙肝病毒携带
者要尽快到肝病门诊检查，进一步规范治疗，
防止疾病进展”。

可喜的是，随着近年医学研究的深入，以
乙肝表面抗原（HBsAg）转阴为标志的“临
床治愈”概念被提出，并被国内外肝病专家认
可，这对于乙肝患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喜讯。

作为国内知名感染性疾病专家，近几年，
李红带领科室团队一直在积极推进乙肝“临床
治愈”。去年，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成立了

“乙肝临床治愈门诊”，这是以慢性乙肝感染者
最大可能地获得临床治愈为目标的专病门诊。
通过专家评估，患者可得到“一站式”的系统
化服务。

“如果市民有被乙肝疾病所困扰，担心病
情恶化进展，可在门诊中寻求专业诊治，争取
脱掉乙肝的帽子，预防肝癌的发生。”李红指
出，未来，业界将共同携手，把大部分转氨酶
正常的慢乙肝患者纳入抗病毒治疗范围，对慢
性乙肝患者实施“应诊尽诊、应治尽治”，届
时，更多肝炎患者将有望实现“临床治愈”。

“肝硬化”是大家常听的一种疾病，属于
终末期肝病，需要引起重视。

“正常的肝脏是很细腻的，而当肝遭遇损
伤时就会变得粗糙，甚至出现肝硬化结节，病
理术语叫做假小叶形成，在影像中就会看到表
面凹凸不平的肝硬化结节，会导致肝脏不能正
常工作。”李红介绍，肝硬化是一种严重的肝
脏疾病，它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肝病，它是
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肝脏长期或反复受到损伤
后，肝脏组织被疤痕组织所替代的疾病。

肝硬化背后的致病“元凶”是什么呢？
李红指出，肝硬化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主
要包括：慢性病毒性肝炎（乙型和丙型肝炎
是肝硬化最常见的原因之一，长期的病毒感
染会导致持续的肝脏炎症和损伤）、酒精性肝
病 （长期过量饮酒会损害肝细胞，导致脂肪
积聚、炎症和细胞死亡）、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这是与肥胖、2型糖
尿病、胰岛素抵抗和高血脂相关的一种疾
病，可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遗传性疾病
（如铁质沉积症、威尔森病）、药物和毒素
（某些药物和毒素可对肝脏造成损伤）、自身
免疫性肝炎 （这是一种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

肝脏组织的疾病，可导致肝炎和肝硬化）、胆
管疾病 （如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和原发性硬
化性胆管炎，会影响肝脏中的胆管）等。

李红特别提到，在顺德，还有一种地方
性疾病就是肝吸虫，会侵犯到胆管，长此以
往也会损伤肝脏，导致肝脏发展到肝硬化甚
至肝癌。因此，有生食习惯的朋友需要加强
筛查，如发现肝吸虫的情况就要及早做驱虫
治疗。

肝硬化怎么预防？李红介绍，关键措施包
括有避免过量饮酒，限制饮酒或完全戒酒；接
种疫苗预防乙型肝炎，定期检查，发现病毒性
肝炎应接受适当治疗；保持健康体重，通过健
康饮食和定期锻炼来预防或治疗肥胖；控制糖
尿病和高血压，通过合理饮食和必要的药物控
制血糖和血压；避免接触肝毒性物质，包括某
些药物、化学品和毒素；定期体检，特别是高
风险人群要定期检查肝脏功能，及时发现并处
理肝脏问题。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显著减少肝硬化的
风险或延缓其进展。再者，对于乙型和甲型肝
炎、戊型肝炎，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李
红提醒。

“脂肪肝需要重视，目前发病率越来越高
了。脂肪肝，特别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是一
种常见的肝脏疾病，影响全球大量人群。”李
红指出，虽然脂肪肝的初期可能症状不明显，
但如果不加以控制，脂肪肝可以发展成更严重
的肝脏疾病，包括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肝硬
化、肝癌、心血管疾病等。

其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是脂肪肝的一
种更严重形式，涉及肝炎和肝细胞损伤，可能
导致纤维化或肝硬化；而肝硬化的患者，有更
高的肝衰竭和肝癌风险；长期的肝脏炎症和肝
硬化可以增加患肝癌的风险；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相关，这是脂肪肝患

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防范以上风险，需
要做到及早识别和管理脂肪肝。”李红说。

幸运的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脂肪肝是
可以逆转的，措施包括减重、健康饮食、增加
体育活动、控制血糖和胆固醇等。李红介绍，
通过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减轻体重，即使只减
少体重的5%到10%，也能显著减少肝脏中的
脂肪积累；健康饮食方面，需要采取均衡的饮
食，减少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和增加蔬菜和水
果的摄入；另外，要定期进行中等强度运动，
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适当的饮食和运
动也可以帮助控制血糖和胆固醇水平，这对防
止脂肪肝进展至更严重的阶段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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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小觑

这样做，“逆转”脂肪肝

这样做，“治愈”乙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