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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专访

������因长期伏案学习， 小李原本
挺直的背变得歪歪扭扭， 就像一
根被 “锤歪” 的钢筋， 所幸经过
中西医结合治疗， 他的背被成功
“掰正”。 近日， 小李来到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省
中医院） 术后复查， 检查显示身
体已经完全康复， 终于摆脱了脊
柱侧弯的困扰。

伏案学习一月
大学生后背歪斜严重

小李是一名准备进入实习期
的大学生， 今年 4 月， 为完成学
习任务， 小李每日长时间伏案，
一个多月下来， 不仅出现严重的
腰腿痛， 而且整个身体躯干还向
左侧歪斜， 像是一根挺直的钢筋
被 “锤歪” 了一样。 在父母的陪
伴下， 小李前往长沙某医院脊柱
外科就诊， 被确诊为脊柱侧弯，
医生告知， 要进行手术矫正， 给
脊柱打上十几个钢钉。 由于担心
手术风险过大， 小李父母带其来
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骨伤一科 （脊柱外科） 求诊。

“真假” 脊柱侧弯
骨科专家慧眼识别

小李入院后， 医院骨伤科大

主任、 主任医师刘晓岚教授为他
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刘晓岚认
为， 小李虽然目前脊柱侧弯严
重， 但体格检查表明， 腰椎没有
出现结构性改变， 其侧向柔韧性
很好。 “好比一根圆柱体只有左
右倾斜， 但没有出现 ‘拧麻花’
一样的改变”， 刘晓岚表示， 一
系列证据表明， 小李同学是假性
脊柱侧弯， 真性腰椎间盘突出。

真相浮出水面。 6 月 7 日，
医院骨伤科医生为小李行脊柱内
镜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术
后侧弯减轻， X 线检查侧弯术后
已经矫正大半。 针对残余侧弯，
骨伤科专家团队为小李制定了个
性化的后续康复治疗方案， 发挥
中医整脊优势， 结合中药封包、
针灸、 中药等中医特色治疗， 同
时进行针对性的康复锻炼。 经过
中西医结合治疗， 小李同学康复
出院。

假性脊柱侧弯或发展成真性
需及早纠正

脊柱侧弯是指脊柱的正常
生理曲度发生改变的畸形。 近
年来， 脊柱侧弯已经成为继近
视、 心理健康之后， 影响青少
年成长的第三大健康危机。

刘晓岚介绍， 就像近视有
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一样， 脊
柱侧弯也有 “真假” 之分。 真
性侧弯是指结构性脊柱侧弯 ，
也就是骨结构异常导致的脊柱
侧弯， 假性侧弯是指非结构性
侧弯， 脊柱椎体能够活动， 一
般依靠自身力量可以回归原位。
因此， 当发现脊柱侧弯时， 应
进一步追查病因， 避免误诊误
治。

值得注意的是， 假性脊柱
侧弯如果不及时干预， 最终会
变成真性脊柱侧弯， 必要时需
要大的骨科手术解决， 风险较
高， 因此， 如果发现假性侧弯，
应尽早进行纠正治疗。

“很多青少年由于平时坐
姿不正， 经常歪斜 ， 走路弯腰
驼背 、 背单肩背包 、 长期的
课桌椅高矮不协调等问题而
出 现 假 性 侧 弯 。 ” 刘 晓 岚 提
醒 ， 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 减少对脊柱
本身的负荷 ， 一般坐半小时
后便要站起来活动一下 ， 多
往远处看看 ， 不要让脊柱总
处于异常的高负荷状态 。 同
时 ， 也可以很好地预防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发生。

�������全球干眼发病率为 5%~50%， 我
国 18�岁以下青少年干眼患病率达
18.7%， 即近 2/10�孩子患干眼。 爱尔
眼科近日举行第五届 “1010�干眼关
爱日暨儿童干眼门诊发布会” ， 会
上发布 《爱尔儿童干眼诊疗指导意
见》 《儿童干眼正常值多中心研究》，
并启动儿童干眼关爱计划， 将为 500�
名儿童提供检查与治疗服务， 通过多
种举措呵护儿童眼健康。 图为活动现
场， 医务人员展示眨眼操。
通讯员 屈慧莹 记者 王璐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彭郁慧 单红） 金秋时
节， 不少市民旅游外出、 走亲访友， 少不了
美食美酒， 但如果饮食不加节制， 暴饮暴
食， 将给健康埋下了隐患。 长沙市中心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 急诊科数据
统计， 该院急诊综合病房收治多名胰腺炎患
者， 其中大多为中青年， 发病诱因多与假期
中不良饮食有关。

长沙 36 岁的戴先生几天前跟亲朋好友
推杯换盏后， 当天夜里就因为剧烈腹痛来到
了该院急诊科就诊， 诊断为急性胰腺炎， 接
受住院治疗。 18 岁的邓同学刚上大一， 不久
前与同学来长沙旅游， 每天各种美食打卡，
晚上更是烧烤啤酒+嗨歌， 导致急性胰腺炎
入院。

急诊综合病房主任医师宋昆介绍， 急性
胰腺炎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主要由
多种病因导致胰酶在胰腺内被激活后引起胰
腺组织自身消化、 水肿、 出血甚至坏死的炎
症反应 。 急性重症胰腺炎 ， 死亡率高达
30%以上， 而 70%~80%的急性重症胰腺炎
是由于高脂血症、 胆道疾病、 暴饮暴食和酗
酒所引起， 其常见诱因包括胆结石、 酗酒、
暴饮暴食等。

宋昆建议， 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要避免暴
饮暴食和过量饮酒， 一旦出现明显腹痛、 恶
心、 呕吐甚至发热等症状， 应及时就医， 以
免延误病情。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姜振林 易磊） 足
球大的肿瘤你见过吗？ 而且还是在一个小
女孩身上！ 近日， 湖南省人民医院胸外科
团队成功为一名 12 岁女孩摘除直径约 15
厘米的胸腔巨大肿瘤， 女孩现已康复出院。

岳阳的小彤 （化名） 体检时意外发现
胸腔内存在一个巨大肿瘤。 被收治入该院
天心阁院区胸外一病区。

入院完善检查发现， 小彤的病情比想象
中更棘手———不仅肿瘤体积巨大， 还有部分
瘤体位于椎管内， 且与锁骨下血管、 神经、
胸壁等广泛黏连， 手术剥离十分困难， 稍有
不慎就会导致大出血。 此时， 小彤已经出现
右眼睑下垂， 右侧面部和颈部较左侧汗少等
霍纳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这意味着肿瘤已经
压迫重要的星状神经节， 必须尽快手术。

胸外科学科主任佘科霖主任医师、 颜
建华副主任医师团队联合脊柱外科、 神经
外科、 等多学科迅速进行术前会诊， 制定
了各项治疗方案， 并决定为小彤施行机器
人微创手术。

随后， 在麻醉科护航下， 脊柱外科彭
帅副主任医师团队充分游离、 显露椎管内
的肿瘤组织； 再由神经外科孙圣礼主任团
队在显微镜下切除椎管内肿瘤； 最后由胸
外科佘科霖主任团队操控 “达芬奇” 机器
人， 利用机械臂灵活转动的优势， 精细分
离患儿肿瘤与右胸壁之间的致密粘连， 并
逐步离断肿瘤的滋养血管和粘连带。 最终，
经过 6 个小时的通力协作， 藏在女孩体内
的 “庞然大物” 被顺利摘除， 重要的血管
和神经无一损伤 。 术后病理结果显示为
“神经鞘瘤”， 是周围神经性肿瘤中最常见
的一种良性肿瘤。

������本报讯 （通讯员 陶洪） 6
岁的豪豪近日随家人旅游时突
发高热， 伴有咽痛、 吞咽困难，
脖子两边出现鸡蛋大小 “肉
包”。 当地医生诊断为化脓性扁
桃体炎， 用头孢治疗 5 天仍高
热不退、 咽痛加剧且无法进食。
经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检查诊断。 豪豪是感染了 EB
病毒。 近期， 该院儿童医学中
心已收治 10 余例此类患儿。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副主任谢静介
绍 ， EB 病毒是嗜淋巴细胞的
DNA 病毒， 我国约 90% 个体携

带， 幼儿期及学龄期孩子感染率
高。 其传播途径主要是口-口传
播， 也可通过飞沫和输血传播。

感染 EB 病毒后常见 “三
联症”， 即发热、 咽峡炎、 淋巴
结肿大。 患儿体温可达38~40℃，
热程 1~2 周， 少数达数月。 咽
部 、 扁桃体 、 腭垂充血肿胀 ，
扁桃体上有白色渗出物或假
膜 ， 易误诊为化脓性扁桃体
炎， 严重时会有呼吸和吞咽困
难 ， 患儿张口呼吸 、 不愿进
食。

西医无特效药治疗 EB 病
毒感染 。 中医将其归为 “温

病” 范畴， 常采用内外合治，
内治辨证选用银翘散、 甘露消
毒丹、 清瘟败毒饮等方剂加减；
外治用如意金黄散 10 克加陈醋
调敷肿大淋巴结， 每日换敷 2
次， 可使淋巴结消散。

医生提醒， 该病毒秋季高
发， 若家长发现孩子出现高热
不退、 咽喉肿痛等情况， 要警
惕感染。 感染急性期患儿需呼
吸道隔离 ， 消毒口腔分泌物 ，
卧床休息 2~3 周， 避免剧烈运
动和外伤以防脾破裂。 高热期
患儿要多饮水， 吃清淡易消化
食物， 保证营养和热量。

大学生被学习压“歪”了背

中西医结合治疗成功“掰正”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刘丹 吴小辉 豆贲

学“眨眼操”防干眼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