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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黄伊娜 通讯

员 高树灼 赵婧懿）近年来，心血

管疾病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属”，

越来越多青壮年被心血管疾病

“找上门”。最近一个月，有3名

40多岁的壮年男子出现心血管

急危重症，命悬一线，被送入厦门

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以下简

称“厦心”）急诊科抢救。

“多亏抢救及时，我丈夫才能

捡回一条命，感谢厦心团队的高

超医术。”刘女士回忆起丈夫的经

历，仍心有余悸。刘女士爱人张

先生是一名驾驶员，身材高大、体

格健硕，平时自己觉得“身体健

康”。没想到不久前一天清晨，张

先生起床上厕所时突然觉得自己

胸口隐隐作痛，开始以为是“没休

息好”，没想到情况越来越严重，

不仅胸部疼痛越来越强烈，还全

身大出汗，继而恶心呕吐，呼吸变

得急促困难。刘女士意识到不对

劲，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张

先生送至厦心抢救。

接诊医生很快判断出张先生

是“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急

性高侧壁心肌梗死”，其心脏三支

大血管（冠状动脉）均有严重病

变，其中一支血管完全闭塞，需马

上开通血管。但还没等手术，张

先生病情就急转直下，突发意识

不清，心电监护提示心室颤动。

医生立即进行胸外按压、反复电

除颤及气管插管辅助通气等抢

救，但患者仍然顽固性室颤，无法

维持窦性心律。“上ECMO！”厦

心急诊科主任王斌当机立断，团

队迅速为张先生接上了 EC-

MO。在它的辅助支持下，血管

开通手术顺利完成，张先生这才

转危为安。

王斌介绍，近年来急危重症

心血管疾病患者越来越年轻化，

发病凶险、猝死率高已成为这类

群体发病的显著特点。精神压力

大、劳累过度、饮食不健康、不爱

运动、大量吸烟、酗酒等都是发生

心血管疾病的可控高危因素。王

斌提醒，戒烟戒酒、清淡饮食、作

息规律等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守护

心脏的关键，尤其是“三高”人群

更要注重日常指标监测，当身体

出现胸痛、心慌、胸闷、呼吸困难

等症状时，要格外警惕，尽早就

医。

一个月3名重症患者均为壮年
医生提醒，心血管疾病呈年轻化趋势，守护心脏需注意日常规律生活

晨报讯（记者 于婧媛）注重

自身形象管理的人，对牙齿“颜

值”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市面

上“美牙神器”让人看得眼花缭

乱，哪些是科学有效的呢？近

日，记者走访厦门医学院附属口

腔医院牙体牙髓病一科主治医

师吴丽璇，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吴丽璇介绍，从医学角度来

说，健康的牙齿指的是淡黄色、

均质、无斑块、泛着自然光泽的

天然牙，但随着人的成长，牙齿

难免会出现着色的情况，根据不

同的成因，大致可分为内源性着

色和外源性着色。内源性牙齿

着色是指受一些先天或后天因

素影响，有色物质沉积在牙釉质

和牙本质内，无法靠简单的方法

（如刷牙或洁牙）去除的情况，如

四环素牙、氟斑牙等，也包括根

管治疗后的无髓牙。外源性着

色为茶垢、烟渍等通过细菌与唾

液共同形成的生物膜而黏附在

牙面上，使牙齿逐渐泛黄、变黑

甚至染上黄褐色斑块的情况。

另外，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会自

然老化，导致增龄性黄牙。

吴丽璇医生表示，常见的

“美白牙粉”，其实就是颗粒比较

大的摩擦剂，美白过程类似“用

钢丝球刷锅”，会在牙齿表面形

成划痕，损伤牙釉质，一般不推

荐。另一种常见产品“美白牙

膏”，则是添加大颗粒摩擦剂及

过氧化氢等具有漂白功能成分

的牙膏，但若过氧化氢浓度低、

刷牙时间短，美白效果并不显

著。而过度使用过氧化氢，会引

起牙齿敏感甚至损伤牙神经。

吴丽璇提醒，想要安全有效

地进行牙齿美白，建议前往正规

口腔医疗机构，通过专业口腔医

生的评估，选择适合自己的牙齿

美白治疗方案。

晨报记者曾昊然

“剧烈咳嗽，感觉肺都要咳

出来了……”支原体肺炎最近

成了网上的热门话题，一名患

者这样描述他的症状。医生提

醒家长，如果孩子有发热、干咳

等典型表现，就要考虑支原体

感染的可能，最好及时去医院

就诊。

记者近日走访厦门一些医

院的儿科了解到，自9月以来，

厦门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量有

所上升，其中支原体肺炎就诊人

数占比最大。厦门市中医院儿

科主任医师杨一民说，9月至

今，住院患儿里八成是支原体肺

炎患儿。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9月

至今，该院儿科门急诊每日就诊

量高达600人次左右，大部分为

支原体肺炎患儿。

儿科医生介绍，儿科说的

“支原体”，通常就是指肺炎支原

体，它不属于细菌，也不属于病

毒，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

间，目前在自然界中能独立存在

的最小微生物，直径为5-300纳

米。肺炎支原体会在人体内激

发出免疫反应，可以说，支原体

肺炎是感染加上免疫反应引起

的肺炎。肺炎支原体易在儿童

聚集的环境中暴发流行，目前到

医院就诊的支原体感染患儿，大

多以幼儿园、小学年龄段的孩子

为主，而且往往是一人“中招”、

全班“放倒”。孩子患上支原体

肺炎后，有些甚至会出现“白肺”

等严重症状。因为支原体引起

白肺的速度快、时间早，而咳嗽

症状往往出现得晚，所以孩子发

烧反复不退，即使没有咳嗽或咳

嗽较少，也建议尽快去医院就

诊，及时查清是否是支原体感染

所致。

医生表示，目前肺炎支原体

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想要预防

支原体感染，最重要的是养成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以下这几

点要做好：1.在流行季节，做好

防护措施，尽量不去人员密集、

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必须去时

要戴好口罩。2.饭前便后、外出

回家后，应认真洗手、洗脸，注意

卫生。3.每天室内开窗通风2-

3次，每次20分钟，保持环境的

干洁和空气的流通。4.坚持体

育锻炼和健康饮食，保证自己获

得充足的睡眠和足够的营养，以

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

孩子干咳 小心支原体肺炎
9月以来多家医院儿科门诊量上升，多数是该病患儿

牙齿美白 这样做更靠谱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