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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关注

近日，多家新闻媒体持续报道

了患者庞忠云因患慢性前列腺炎

长期尿频、 尿急经常会尿湿裤子，

导致儿子儿媳婚姻破裂事件，本组

报道不但在广大市民中引起强烈

共鸣，国内很多门户网站也同步转

载了相关报道。目前，已有 300多位

市民拨打了咨询热线参与讨论，网

络留言也高达数千条。

1 月 8 日上午， 本次事件的当

事人庞忠云也拨通了热线，约笔者

下午在一茶楼见面，透露出有话要

说……

庞忠云说，他是考虑再三后才

约见笔者，希望通过媒体感谢那些

给予他支持和鼓励的热心市民，他

也是通过媒体报道才了解到在长

沙有很多市民都在关注他的家庭

特殊遭遇，其中居然有数百名市民

拨打了热线参与讨论，这让他的心

里感到十分温暖，对未来的生活再

次充满了信心。 为此，他还特别写

了一封感谢信要笔者转交给救助

过他的解放军第 163医院泌尿外科

领导，并要感谢所有关心他的好心

人……

庞忠云告诉我， 一个月以前，

他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到解放军第

163 医院泌尿外科能治他这种病，

就慕名到医院就诊。 在没有到医院

就诊前， 这个病由于拖了很长时

间，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仅尿

频、尿急、夜尿多、长期睡不好觉，

而且经常尿湿裤子，白天根本不敢

出门。 特别是儿子和儿媳离婚后，

自己更是心理负担很重苦不堪言，

经常一个人呆在房间里默默流泪。

庞忠云说， 元旦小长假期间，

解放军第 163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为

他采取了“格赛特前列腺分型微创

疗法”治疗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

休养， 目前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康

复。 以前尿频、尿急经常会尿湿裤

子的现象现在已经没有了，每次感

到尿急的时候也能自行“方便”了。

庞忠云透露说，在他居住的小

区， 有很多老年人都患有他这种

病，家庭关系都不好，很多人看到

他现每天在小区内慢走，进行身体

调养， 尿裤子的情景再也看不到

了，就会走上来好奇的问。 这时，他

都会耐心的给这些同龄人介绍是

解放军第 163 医院治好了他的病，

并推荐患者去医院咨询一下。

庞忠云说他心里明白， 虽然医

院不会给他什么好处，但他这样做

是值得的。 不仅仅是因为医院治好

了他的病，打心眼里感谢医院和专

家，更重要的是想帮助那些和他一

样身患前列腺疾病导致尿频、尿

急，经常会尿湿裤子的人，希望自

己的家庭悲剧不要在他们身上重

演，人活到一定岁数，谁不想自己

能安享晚年，而去给儿女增加精神

和经济负担呢？

解放军第 163医院泌尿外科微

创中心领导表示，通过庞忠云这个

病例，再次引起了医院专家们对男

性前列腺疾病的警惕。 据医院门诊

统计， 前列腺疾病不仅发病率高，

而且对男性身心的伤害巨大。 目

前，中国男性前列腺疾病发病率高

达 70%以上。 国内男科病流行病学

数据统计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 87%

的男性表明自己平时没有健康体

检的意识和习惯，70%的重病男性

患者承认自己是因为长期不去医

院就诊，或讳疾忌医才导致小病养

成大病， 错过早期最佳治疗时期，

且男科疾病正向低龄化发展……

一方面是前列腺疾病的高发

病率，另一方面则是患慢性前列腺

炎、前列腺增生难以治愈，治疗后

反复发作的治疗困境，鉴于前列腺

疾病的伤害面广、杀伤力大的现实，

提高当前男科医疗水平的紧迫性已

经不言而喻。

为此， 解放军第 163 医院泌尿

外科微创中心引进了目前国际最先

进“格赛特”治疗系统，尤其是医院

开展的“格赛特”前列腺分型微创疗

法，采用国际前沿的最新分型标准，

利用基因检测技术，找出前列腺病

变的深层病因，把前列腺疾病细分

成Ⅰ、Ⅱ、Ⅲ、Ⅳ等进行分型诊疗，实

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治疗男

性急、慢性前列腺炎，男性功能障碍

等疾病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慢

性细菌性前列腺炎、慢性非细菌性

前列腺炎、前列腺痛、膀胱炎、尿道

炎等疾病都可采用该系统进行治

疗， 病人均可获得一次性治愈的效

果。

多年顽症得到根治

一封感谢信谢好心人

现场对话：

男性患前列腺疾病

及时治疗很关键

医院走访：

尿裤子老人庞忠云昨天做了一件“让自己觉得勇气可嘉的事情”———

写封感谢信 祝愿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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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如您和您身边的人长期有

尿频、 尿急或排尿困难导致尿

湿裤子的现象需要获得医学专

家的解答， 请拨打我们的健康

热线 0731-88850608， 解放军

第 163 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将接

听热线为您解疑答惑。 希望能

避免“庞忠云”式悲剧在更多家

庭发生。

本报1月18日讯 昨日，65

岁的王爷爷因天气好约了几个

好友爬岳麓山， 爬到山顶时汗

湿了衣服没有及时更换， 下山

后就开始不舒服， 晚上心肌梗

塞发作被家人急忙送到湖南省

中医院（中医附二院）抢救。

该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毛以林博士介绍说，冬季本来

就是冠心病的高发季节。心血

管对气温变化最为敏感，气温

的骤然升高或降低，都会使血

管调节不稳定，易诱发心绞痛

甚至心肌梗塞。 这几天天气转

暖，人们户外活动增多，不少像

王爷爷这样的心脏病患者急于

减衣脱帽到室外活动，结果因过

度劳累导致病情复发。

毛以林提醒，高血压、冠心

病等慢性病患者在这种天气变

化无常的时候，应该更加注意劳

逸适度，多吃新鲜蔬菜、水果等

清淡食物， 少吃刺激性食物，及

时增减衣物，以免忽冷忽热导致

旧病复发。 ■记者 张春祥

通讯员 陶艳 实习生 柴金华

本报1月18日讯 上下楼坐

电梯，出门就坐车……你是否意识

到，这样的生活方式正在侵害你的

健康？今日，2010年湖南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启动仪式在长沙举

行，确定每年9月1日为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日，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据2009年12月18日卫生部公

布的《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

报告》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具备健

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也就

是说， 每100人中只有不到7人具

备健康素养。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

状况调查结果也表明，我国居民每

周参加3次以上体育锻炼的比例不

足三分之一，以30-49岁的中年人

锻炼最少。

省健康教育所负责人指出，我

省居民健康状况相关调查表明，与

膳食不平衡和身体活动不足等生

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发病

呈快速上升趋势， 尤其是心脏病、

脑血管等循环系统疾病以及糖尿

病等代谢疾病，均居城区居民死因

前十位之中。 省卫生厅将聘请营

养、运动、慢性病、卫生政策、健康

教育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省级专家

指导小组，通过开展“示范单位”、

“示范社区”等活动，在全省范围内

发起“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

康一辈子”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

动。在启动仪式上，长沙祥瑞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向省红十字会捐赠

了价值10万元的医疗器械设备，同

时宣布成立青年志愿者爱心团队，

向大众传播健康生活方式。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柴金华 通讯员 姚家琦

城里人死因前十位都与“吃”有关

我省确定9月1日为健康生活方式日，居民慢性疾病呈快速上升趋势

专家提倡：“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一辈子”，使用控油壶和限盐勺

本报1月18日讯 “面对不断

增加的生活方式病，药物、手术、

医院、医生的作为受到限制，唯一

可行的是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

摒弃不良生活习惯。”今日，省健

康教育所副所长徐小生称， 按照

健康合理的膳食标准， 食盐摄入

量每人每天不要超过6克（包括酱

油等调味品中的食盐量），油脂的

人均日摄入量不要超过25毫升。

油盐摄入高是湖南饮食的特

色，禽畜类食物、油脂和盐的消费

都高于全国平均值。 据省疾控中

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

湖南城市居民每日人均摄入油68

毫升，比《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中规定的25毫升的标准高出2倍，

湖南居民每人平均每日摄入食盐

13.6克，高于全国平均值12克。

省疾控专家提醒，市民应逐步

改变口味过咸的习惯； 减少酱菜、

腌制食品的摄入量； 多选用花生

油、大豆油、茶油等植物油，少用或

不用动物油，经常更换烹调油的种

类；少用油煎、油炸的烹调方法。同

时，提倡使用控油壶和限盐勺。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柴金华

通讯员 姚家琦

湖南人每天吃油超标两倍

减口味，每日适宜摄入量：食盐6克 油脂25毫升

忽冷忽热 老人爬山突发心肌梗塞

慢性病患者应注意劳逸适度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今

天从省残联第五届主席团第

三次会议暨2010年全省残联

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省全

面启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和残疾人服务体系的建设，着

力推进城乡残疾人社会保障

一体化和服务均等化。副省长

徐明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我省将把残疾人普

遍纳入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

体系，制定实施针对残疾人特

殊困难和需求的专项社会保

障政策和措施。继续推进残疾

人社会救助， 不断扩大救助范

围，提高救助标准。将住房困难

的低收入残疾人家庭优先纳入

城乡住房保障和救助制度。继续

扩大社会保险尤其是基本医疗、

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逐步将

残疾人急需的康复医疗项目纳

入社会保险支付范围。继续开展

对0—6岁残疾儿童的免费抢救

性康复，对重度残疾人适配基本

型辅助器具、残疾人家居环境无

障碍建设和改造、 集中托养、日

间照料等。

■记者 胡信锋 通讯员 禹坤吾

我省残疾人将普遍纳入社保

康复医疗项目纳入社保支付范围

开展0-6岁残疾儿童免费抢救性康复

健康饮食，经常锻炼，改善身体状况。（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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