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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提示 并非只有铁锈物品造成的伤口才会得破伤风。

报纸好看，也
不要一口气全读
完。读了半小时，
请休息5分钟。

温馨提醒

医疗

药物是口干症最常见的原
因。据报道，64%的口干症与药
物有关。总是口干难耐，甚至出
现口腔灼热、味觉减退等症状，那
就快来自查一下，是不是正在服
用以下药物。

抗抑郁和抗精神病药物：西
酞普兰、氟哌啶醇、苯乙肼，它们
会发生阿托品样作用，从而造成
口干症状；镇静和抗焦虑药物：阿
普唑仑、地西泮、三唑仑；抗高血
压药：可乐定、甲基多巴、利血平、
胍乙啶，还有卡托普利、赖诺普
利、依那普利等抗高血压药都能

造成明显口干症状；抗胆碱药：阿
托品、东莨菪碱、山莨菪碱等药物
能使唾液分泌明显减少；α受体
和β受体阻滞剂：酚妥拉明和普萘
洛尔分别会选择性阻断α受体和
β受体，干扰唾液腺分泌；肌松药：
替扎尼定；镇痛药：阿片类药物和
非甾体类抗炎药；抗组胺药：阿司
咪唑、氯雷他定、溴苯那敏；其他：
大量应用烟碱、醛固酮受体拮抗
剂——螺内酯、抗帕金森药——
司来吉兰，以及伪麻黄碱等都能
抑制唾液分泌，从而导致口干。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超六成口干与药物有关

树枝划破手引发破伤风

在 ICU躺了2个月的邱先生
近日出院了。今年 8 月，72 岁的
邱先生右手被树枝划破，他没当
回事。随后，他的右手肿胀，触
痛明显，脖子转得不灵活了，脸
部肌肉僵硬，嘴巴只能微微张
开，就医后被诊断为破伤风。

破伤风是专性厌氧菌感染
引起的急性特异性感染，临床表
现为：起初全身不适、头晕头疼、
肌肉发紧、反射亢进，接着发生
肌肉强直或痉挛、张口困难、苦
笑面容、牙关紧闭等症状，最终
导致呼吸麻痹甚至死亡。破伤

风病毒的潜伏期为3—21天。
破伤风发病暴露因素以铁

钉、铁丝扎伤或铁器刀具割伤为
主，其次为草木、竹子、树枝及玻
璃等割伤，以及跌倒、车祸、重物
砸落引起的外伤。易感染破伤
风的伤口有三点特征：1.组织开
放性损伤，创口较深；2.有破伤风
杆菌侵入，比如沾染泥土、粪便、
铁锈、木刺等，包括被动物或人
咬伤的伤口；3.伤口存在缺氧环
境，如伤口较小、较深、内部有血
块或异物堵塞等。（江苏大学附
属医院 ICU主任 尹江涛）

支气管也会长结石

70岁的孙先生最近
两年多饱受咳嗽困扰，
甚至出现了痰中带血。
虽然服用止咳药后略有
缓 解 ，但 一 直 没 有 根
治。近日，导致他咳嗽
的罪魁祸首被揪出——
支 气 管 内 一 颗 小 石
头。取出这颗结石，孙
先生基本不咳嗽了。

支气管结石发病年
龄广泛，高峰在 60 岁左
右，男女发病率相近。
这种结石形成的原因复
杂，既往有感染如肺结
核或组织胞浆菌病等可
能引发钙化，钙化过程
通常始于纵隔、肺门或
支气管周围淋巴结。（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安吉分院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 沈茜）

女性疼痛患病率高于男性

自去年 8 月起李女士
就受到肩痛的折磨，“当时
我以为是吹空调受凉了，

‘湿气’重导致的。一直忍
了半年，什么都试过了，才
到医院疼痛门诊来看”。最
终她被确诊为冻结肩，也就
是“五十肩”。后来，医生用
微创方法帮她松解和治疗
之后，疼痛明显减轻了。

数据显示，2023 年我
国慢性疼痛相关疾病住院
患者达2615万例。在收治
的患者中，女性患者占比接
近六成。西安交通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疼痛科副主任
医师每晓鹏表示，这是因为
从生理角度看，女性体内较
高的雌激素水平增强疼痛
敏感性，还调节神经递质影
响疼痛信号传递。女性疼
痛感受器密度更高，大脑对
疼痛信号处理方式与男性
不同，内啡肽等镇痛物质水
平可能较低。社会心理方

面，社会文化可能使女性更
倾向于表达疼痛，且女性面
临更多压力源，长期压力增
加疼痛敏感性。这些激素、
神经生物学及社会心理因
素共同作用，导致女性疼痛
患病率相对于男性更高。

有些痛忍多了易变“脆皮”

疼痛是一种常见的临
床症状，而慢性疼痛是一种
独立的疾病，但“忍”却不是
解决办法，甚至产生危害。

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
与围术期医学科主任刘存
明表示，忍痛在我国文化中
备受推崇，尤其是男性。但

是要特别注意的是，疼痛有
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
分。其中，急性疼痛往往是
一种症状，多数随着原发病
治愈而消失，“关公刮骨之
痛”就属于此类疼痛；而慢
性疼痛和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类似，本身就是一种
疾病，可由多种病因引起，
如炎症、神经损伤、肿瘤或
糖尿病等，亟须更多关注。

刘存明提醒，疼痛医学
里有个概念叫“痛觉敏化”，
简单来说就是对疼痛“过
敏”，“当你对慢性疼痛置之
不理，它很可能逐步影响到
神经、脊髓，甚至导致大脑
中枢‘过敏’，造成治疗难度

加大，逐渐成为易痛的‘脆
皮’体质，严重时轻微触摸
皮肤都会感到疼痛难忍”。

早防早治以免延误病情

目前慢性疼痛患者面
临两个难题，一是拖延看
病，越拖越痛；二是找不对
科室，这在中老年疼痛患者
中非常典型。专家建议，如
果疼痛程度加剧、持续时间
长、伴随其他严重症状或找
不到原因，建议尽快就诊。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疼
痛科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
疼痛学分会等机构日前发
布的《常见疼痛管理联合提
示》，早期治疗能够提高药
物治疗的敏感性，达到更好
的治疗效果。目前对神经
痛、癌痛、骨关节疼痛等都
有规范化治疗方案。非药
物治疗慢性疼痛的方法也
有很多，包括理疗、针灸、射
频治疗、神经调控治疗、神
经系统毁损性手术治疗等。

在医院门诊，经常可以听到患者对疼痛的描述——胀
痛、酸痛、抽痛、像针扎样痛……疼痛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疾
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
问题。专家提醒，疼痛不应
被忽视，科学的疼痛管理有
助于享受健康生活，否则小
心痛忍多了变“脆皮”。（摘编
自《金陵晚报》《西安日报》）

疼痛忍多了当心“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