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 “五月不减肥 ， 六月没人追 ，
七月徒伤悲。” 每到衣服渐薄的盛
夏来临之际， 这样的网络段子就
会出现在朋友圈里， 折射出年轻
女性中存在的 “身材焦虑” 现象。

社交媒体上的明星、 大 V 们，
今天你晒了 “A4 腰”， 明天她秀个
“直角肩”， 引得一众 “素人” 或
粉丝的羡慕， “身材焦虑” 更是
愈演愈烈。 为了变得更美、 更仙
儿、 更瘦， 一些年轻女性誓要在
夏天 “瘦成一道闪电”。

因此， “减肥经济” 变得炙
手可热。 燃脂素、 排油丸 、 纤体
饮料等琳琅满目的减肥产品在各
大电商平台上架； 代餐奶昔、 代
餐粉等瘦身食品也销售火爆； 网
络主播们直播在线运动、 减脂食

谱， 顺带推荐健身器材和减肥产
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 除了经过医学诊断，
确实需要减肥来维持身体健康的
肥胖人群， 很多爱美的年轻人对
“以瘦为美” 的追求都是盲目的。

众所周知， 科学健康有效的
瘦身方式是 “迈开腿、 管住嘴”，
更需要长期的坚持自律。 而当下
很多人追求的是速效蜕变， 健康
被抛在脑后， 极端方式受到追捧，
导致奇葩爆款你方唱罢我登场 ，
智商税也越缴越多。

的确， 不良商家利用人们的
爱美之心， 以夸张的噱头掏空了
“减肥者” 的荷包， 应该受到严格
监管和约束。 可追根溯源， 以瘦
为美的审美心态才是罪魁祸首 。

以影视作品为例， 女主的华丽转
身除了造型风格的逆袭， 身材更
是不得不突出展示瘦了几个 size。
无怪乎社交平台上， 女明星们接
力式地展现 “小鸟腿 ” “天鹅
颈”， 人各一副 “魔鬼身材”。

当众多女性以 “A4 腰” “纸
片人” 作为衡量自身身材与美丽
的标准， 盲目跟风参与， 不惜饿
着肚子暴汗减肥时， 不但可能有
损身体健康， 甚至会患上抑郁症、
厌食症， 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爱美之心 ， 人皆有之 。 但 ，
减肥的最终目的应是追求健康 。
健康瘦身最基本的方法是科学合
理饮食， 增加运动。 以瘦为美的
过度 “身材焦虑” 真的该停止了！

（摘自人民网， 5.18， 文 /史雅乔）

■新技术

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 英国国
民保健署 （NHS） 上个月启用了一项
革 命 性 的 3D 扫 描 技 术 “ 心 流 ”
（HeartFlow）， 这一技术能在 20 分钟
内确诊患者是否罹患冠心病， 使患
者接受诊断和治疗的速度提高 5 倍。
英国希望这一技术能将心脏病发作
和中风的人数减少 15 万。

据报道， “心流” 能将心脏的
CT 扫描变为 3D 图像， 让医生无需
血管造影等侵入性检查即可诊断患
者的心脏是否发生病变， 且 20 分钟
内给出结果。 一旦确诊， 治疗方案
包括动手术、 用药或安装支架， 而
那些病情较轻的患者， 可通过服用
降低胆固醇的药物或听从改变生活
方式的建议来改善症状。

桑德威尔和西伯明翰医院介入
心脏病专家德里克·康诺利博士说：
“每 5 名做过心脏 CT 和 ‘心流’ 分
析的患者中， 有 4 名患者回家时就
知道他们不需要接受任何其他治疗。
这些患者中有一半处于疾病早期 ，
需要服用降胆固醇药物； 另一半则
只是罹患普通的冠状动脉炎。 因此，
‘心流’ 将对我们的医院产生重要影
响， 改善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心
脏病的诊断和治疗情况。”

(《科技日报》 5.6， 文 /刘霞）

■健康新知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有密切的
关系。 近期，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伊
士曼牙科学院研究小组发表在 《高
血压》 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 患有
严重牙周病的人， 高血压的发病风
险会大幅度增加， 因此预防高血压，
切莫忘记每天刷牙。

研究小组以 500名平均年龄 35 岁
的成人为数据分析对象 （女性 52.
6％）， 对半分为两组， 其中 250 名患
有严重牙周病 （50％以上的牙齿有牙
龈感染） 的人为病例组， 另外 250 名
无牙周病的人作为对照组。 收缩期血
压在 140 毫米汞柱以上的比例， 前者
为 14%， 后者为 7%， 有两倍之差， 并
将血压 （收缩期/舒张期） 在 130/80 毫
米汞柱以上者定义为高血压 （前者约
50%， 后者约 42%）， 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表明， 牙周病组与对照组相
比， 收缩期血压明显升高 3.36 毫米汞
柱， 舒张期血压明显升高 2.16 毫米汞
柱。 并且， 由牙龈出血和牙周袋深度
等确定的牙周病严重程度， 与收缩期
血压有正向关系 （前者越严重后者越
高）， 收缩期血压在 140 毫米汞柱以上
的比例， 牙周病组为对照组的 2.3倍。

研究人员认为， 牙周病细菌会损
害牙龈并引起炎症反应， 而这一炎症
反应则能影响包括高血压在内的全身
性疾病的发病， 因而预防和治疗牙周
疾病是抑制全身慢性炎症并改善血管
内皮功能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

宁蔚夏 译

勤刷牙，预防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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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名医

� “从进手术室到出来， 只用了
40 来分钟。” 5 月 20 日， 106 岁的
李婆婆家人回忆起她在长沙市第
三医院骨外科接受手术时的情景，
非常佩服地说。

2020 年 9 月， 李婆婆不小心
摔倒， 在当地医院确诊为左侧股
骨粗隆间骨折。 儿孙们考虑老人
年事已高， 难以承受手术， 于是
选择保守治疗。 然而卧床治疗 4
天 ， 李婆婆疼痛依旧没有缓解 。
经人推荐， 家人慕名找到长沙市
第三医院骨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雷青。 雷青召集工作室团队多次
讨论， 根据李婆婆的骨骼扫描图，
运用 3D 打印技术， 以 1:1 比例打
印出盆腔骨骼模型， 然后找到与
模型最吻合的髋骨假体， 反复将
假体与骨骼模型进行试装配， 做
到术前胸有成竹。 最终， 手术仅
留下一个不到 8 厘米长的伤口 ，
术后第二天， 老人就能在家人的
陪护下行走， 一周后即康复出院。

“我们手术的目标不只是要成
功， 还要像对待艺术品一样， 追
求细节的完美， 这正是医者的匠
心。” 雷青表示， 医生的功夫更多
在手术台外， 只有几十年如一日
地刻苦钻研技术， 在每一台手术

前反复研讨制定最佳的方案， 才
能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 力求伤
口微创、 美观， 最大程度为患者
减轻手术痛苦。 多年来， 雷青就
是秉承着匠心、 创新的理念， 带
领团队打造出百姓信赖的知名学
科， 撑起了患者的 “主心骨”。

“医疗技术日新月异， 医生一
辈子都不能停止学习精进的脚
步。” 在雷青的带领下， 该院骨
外科已发展成为湖南省市州级省
临床重点专科、 长沙市医学重点
学科， 拥有骨科关节、 脊柱、 创
伤与显微外科三个独立病区和 3D
打印医学临床应用研究所， 还开
设了手显微外科、 创伤、 脊柱外
科、 关节外科四个亚专业， 加设
了足踝外科学组和运动医学学
组 。 在这里 ， 人体的每一块骨
头、 每一个关节、 每一处脊椎出
现毛病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

20 多年来， 患者陈忠 （化名）
未曾抬头看天， 也无法平躺睡觉。
因疾病， 他的脊柱弯曲达 90 度，
原本 170 厘米的个头被压到只有
140 厘米。 为实现 “挺直腰杆” 的
梦想， 他慕名找到了雷青。

“脊柱神经分布密集， 对施
刀精准度要求极高， 稍不慎就会

造成患者失血过多甚至瘫痪。” 雷
青介绍， 以前此类手术风险高， 施
刀定位全凭医生经验。 雷青和骨科
团队使用 3D 打印技术， 先还原患
者的脊柱形态。 然后在 3D 打印模
型上预演手术过程， 确保手术微创
且精准。 历时 9 个多小时， 成功为
陈忠置换了两个腰椎节段。

2013 年， 嗅觉敏锐的雷青率先
将 3D 打印技术这一前沿科技应用
到骨科手术中， 并逐步推广至各个
亚专科； 2014 年， 挂牌成立长沙市
3D 打印技术医学应用研究所， 为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等省内外 20 余家
三级医院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自行
设计和优化的骨科内固定器材用于
临床， 均属于国内、 省内领先水平。

“创新是匠心的延续， 也是匠
心精神实践后的必然结果。” 雷青
常说， 临床医生除了要致力成为专
业领域的大医工匠， 还应更多地投
入科研创新， 在造福一方病患的同
时， 促进行业水平的共同提升。 在
他的带领下， 骨科名医工作室团队
近年开展新技术 40 余项， 承担省
级科研项目 2 项、 市级科研项目 3
项， 获得国家专利 25 项。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执笔 唐梦辉

———记骨外科专家雷青
工匠精神撑起患者“主心骨”

5 月 17 日起， 按照 “知情同意， 自愿
免费” 的原则， 上海启动 76 岁及以上人群
新冠疫苗登记预约接种工作。 18 日， 年过
八旬的居民张迪华和妻子展慧英按照预约，
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长者接种专窗” 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上海八旬老夫妇：
我们也来“苗苗苗”

以瘦为美的“身材焦虑”当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