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宫先生的问题，记
者咨询了青岛华厦眼科医
院副院长马元孝。马元孝
介绍，很多白内障患者及其
家属担心年纪大会造成白
内障手术风险，因此放弃手
术治疗，这是一种对白内障
治疗的误解。目前白内障
没有特效药，发展到一定程
度，手术是治疗白内障有效
的方法。现在最常用的是
超声乳化晶体吸除联合人
工晶体植入术，目前已经非
常成熟，手术时间短、术中
无明显疼痛、术后恢复快，
身体状况允许基本上都可
以接受手术。对于病人患
有糖尿病、高血压等老年性

疾病，医生会在术前给病人
进行相关眼部检查和全身
检查以排除手术禁忌症。

对于宫先生出现的视
力急剧下降的情况，马元孝
指出，患者应及早到医院就
诊，目前不少老人生活中感
觉看东西模糊甚至重影，这
可能是眼睛发出的“白内
障”信号。但由于白内障发
展过程缓慢且大多数不痛，
许多老年人容易忽略，因此
白内障也成了危害老年人
眼部健康的头号杀手。随
着病情发展，有些老人读
书看报都不用戴老花镜，
甚至觉得老花眼减轻了，
这其实并不是返老还童，

而是白内障加重的表现。
对此马元孝表示，白内障患
者应及早到医院就诊，如果
治疗不及时，有些白内障会
引起青光眼、葡萄膜炎等严
重并发症，甚至造成患者失
明的严重后果。因此一旦
患病，及早科学的治疗才是
最佳方案。

问：哪些疾病可以引发
老烂腿？静脉曲张如果没有
不适症状，可以先不治疗吗？

李明：老烂腿在人群中
有着很高的发病率。静脉
曲张以及中老年人群高发
的“糖尿病足”“动脉硬化闭
塞症”等都会引发老烂腿的
出现。患者一旦治疗不当，

很可能出现截肢的危险。
静脉曲张在发病的早

期一般没有任何症状，这就
使得很多患者放松了警惕，
任由疾病发展，这种错误的
思想将会给疾病的治疗带
来极大难度，并且会引发严
重后果。因此，患者一旦患
病一定要高度警惕并积极、
科学地进行治疗。

问：临床上治疗“老烂
腿”一般有哪些方法？必须
要手术治疗吗？

李明：临床上治疗老烂
腿的方法有多种，如果患者

担心手术风险，可以采用
“疏通”的方法，即通过股动
脉加压疏通，联合浅静脉靶
点疏通，改善深浅静脉回流
瘀滞，以及高淤高粘流动缓
慢的血液，且通过对高淤高
粘血液的疏通，改善血管内
膜损伤，恢复血管内膜功能，
增加血细胞带氧量，恢复血
管弹性，来治疗老烂腿。

问：生活中应该如何避
免“老烂腿”的出现？哪种
检测方式可以诊断出这一
疾病？

李明：要想预防老烂腿

的出现，对于静脉曲张患
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以及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
来说，应该定期进行腿部 B
超检测。对于 50 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即使平日没有不
适症状，也应定期进行检
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以便更好地预
防老烂腿的出现。 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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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知好歹；
2、技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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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鱼目混珠；
5、沾花惹草；
6、左右开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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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高尿酸会
“祸害”身体多个器官

张先生今年 75 岁，年初
体检时查出身体内尿酸偏
高，由于没有不适的症状，
张先生并没有太在意。可
最近在朋友的一次聚会上
却 听 说 ，如 果 尿 酸 持 续 偏
高 ，会 导 致 体 内 多 器 官 受
损，为此张先生很紧张，也
想知道尿酸偏高会对体内
哪些器官造成影响。对于
张先生的问题，专家表示，高
尿酸对身体产生的危害，通
常有以下四点：

尿酸过高
危害四大器官

血管——血管硬化、内皮损伤
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最大

的问题是尿酸代谢出了问
题，代谢不掉的尿酸在血液
中的浓度不断升高，就会慢
慢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血
管内皮损伤，为血管壁硬化
甚至是血栓埋下隐患。
心脏——冠心病等心脏疾病

高尿酸的患者会发生
血 管 钙 化 、冠 状 动 脉 病 变

（冠心病）、心脏不良事件的
比例较高，同时对心脏的威
胁也随着尿酸增高而进一
步加重。
肾脏——高尿酸血症肾病

肾脏是出名的“哑巴器
官”，早期没有典型症状。
高尿酸血症更是隐匿，当两
个善于“隐匿”的疾病同时
作用于身体，会导致高尿酸
血症肾病。建议每年做一
次体检，做一次尿液化验，
一个肾功能检测，能帮助早
期发现肾脏疾病和高尿酸
血症。

大脑——脑卒中
专家指出，高尿酸血症是

脑卒中、代谢性疾病、心血管
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是过
早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高
尿酸血症与卒中、脑小血管
病等脑血管病密切相关，大
部分的研究表明尿酸升高增
加了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

预防疾病
从改善饮食结构开始

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是导
致尿酸高的重要原因。专家
表示，生活中，要想预防高尿
酸症，首先要从饮食上下手，
通常食物中嘌呤的含量大致
存在一个规律为：内脏、海鲜
>肉类、豆类>主食、谷物>蔬
菜、水果。对于尿酸超标或
者有家族史的人来说，改善
饮食结构多食用新鲜蔬菜、
水果等，对于防治疾病是非
常重要的。 张伟

健康提醒

李明——北京华医堂周围血管医学研究院院长，系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
协会适宜技术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瑶医学分会理事”。
2010年至今从事下肢血管病治疗，创建了交离靶点疏通疗法，具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其治疗团队每周一、二、三坐诊于青岛乐康中医院。

患者应该如何科学治疗“老烂腿”

0532-66988718
栏目热线

名医在线

马元孝——青岛华厦眼科医院副院长，白内障、青光眼科主任。坐诊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上
午。专业研究白内障基础及临床，熟悉各类白内障手术治疗，尤其针对青—白联合手术，散光、多

焦点人工晶体等屈光性白内障的手术治疗。对各种青光眼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丰富的经验。山东省康复医学会眼
科分会白内障学组委员、山东省屈光性白内障手术规划项目培训师、2012年山东省“白内障复明工程示范标兵”。

出场专家

近日，本报读者
宫先生通过记者帮
办 热 线 进 行 了 求
助。宫先生告诉记
者，他五年前患上白
内障，一直没系统治
疗，最近视力突然急
剧下降，听朋友说白
内障最好的治疗方
法是手术，但自己患
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而且年纪偏大，这种
情况不知道能不能
进行手术？ 帮您解决

健康路上的难题

66988718

记者帮办记者帮办
帮办热线：

华厦眼科专家：老年人患白内障别担忧 及早科学治疗是关键

前不久，王先生查体
时被诊断为糖尿病。他得
知这个消息后疑惑不解：

“平时没什么不舒服，怎么
会得糖尿病？”于是王先生
又到别的医院复查，诊断结
果一样，并且医生还给他开
了一大堆化验单，包括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胰岛功能、血
脂等。他心想：“既然糖尿
病已经诊断明确了，还有必
要再做这么多检查吗？”于
是就光拿点药，没做检查。

主治医生知道后，提醒
王先生，糖尿病的可怕之处
在于“潜伏”在高血糖背后对
心、脑、肾等器官的损害，有
些检查必不可少。

血糖超标
糖友需做这些检查
专家提醒糖尿病患者，

在确诊后需要进行与诊断、
分型有关的检查：

血糖检查 它是诊断
糖尿病的依据，包括空腹血
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需要
注意两点：一是不能忽视餐
后血糖，它对早期糖尿病的
诊断意义更大；二是尿糖阳
性仅能作为糖尿病的诊断
线索，不能作为诊断依据。

口 服 葡 萄 糖 耐 量 试
验 当患者空腹血糖或餐
后血糖比健康人稍高，但还
没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时，就需要做口服葡萄糖耐
量试验，来确定究竟是糖调
节受损还是糖尿病。

胰岛素功能测定 本

试验包括胰岛素释放试验
和 C 肽释放试验。通过测
定患者空腹和餐后血糖及
各个时点的胰岛素和 C 肽
的分泌水平，可以了解患者
胰岛功能的衰竭程度。此
外，根据胰岛素分泌曲线的
形态特点，还有助于对糖尿
病进行临床分型。

胰岛 B 细胞自身抗体
检查 主要用于糖尿病的
分型，Ⅰ型糖尿病患者往往
相关抗体呈阳性，Ⅱ型则呈
阴性。

糖化血红蛋白
可知一定时期血糖水平
除了上述的检查，专家

提醒患者还需进行反映血

糖平均控制水平的糖化血
红蛋白检查。因为无论空
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反映
的均是某一时刻的血糖值，
其结果会受到很多偶然因
素的影响，血糖波动大的患
者尤其如此，要想准确了解
一段时期内血糖的总体水
平，就要检查糖化血红蛋白，
它不是一个确切的血糖值，
代表的是糖化血红蛋白占全
部血红蛋白的百分比，它不
受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能
客观准确地反映近2个月至
3个月内的总体血糖水平。

专 家 表 示 ，对 糖 尿 病
的治疗可不是吃吃降糖药
那么简单，重要的是预防
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只有
这样，才能提高生活质量，
改善预后。 李晶晶

诊断出糖尿病 后续检查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