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中，有部分患者常会反复
发生肺炎，而且影像报告显示，肺炎
的发生部位竟都在同一部位，于是
误认为自己的治疗不彻底、康复未
到位，或是后遗症。医生表示，通常
得到及时治疗的普通肺炎不会留下
后遗症，如果肺部同一位置反复出
现炎症，可能与3种疾病相关，极易
被误诊或漏诊。

较常见的一个诱发因素是慢性
支气管扩张。如果肺结核治疗不规
范，可造成管壁不规则、管腔狭窄，
反复感染可造成支气管扩张，患者
会因腔内堵塞、不通畅反复发生炎
症，出现咳嗽、咳痰、咳血等症状。

肺部同一部位反复发炎，还有另
外两个较易被漏诊的情况，一种是气
管内肿瘤阻塞支气管，另一种是异物

掉入支气管引发支气管腔内阻塞。如
果将肺部的支气管比作一条条河流，
一旦有小肿物或异物堵塞“河道”，在
长期刺激下，狭窄程度会越来越重，从
而造成分泌物滞留，继发感染，出现发
热、咳嗽、咳痰等“肺炎”症状。

如果是支气管肿瘤，CT影像可
能只表现为一个片状或斑点状阴
影，长在管腔内的小病灶不一定会
被发现，因此给临床的提示常是由
于阻塞引起的肺部炎症。通过抗感
染治疗，炎症被吸收，阴影便会消失，
但支气管内的病灶并未被清除，随
着肿瘤的增长，该位置便会反复发
炎。因此，如果肺部总是相同部位
出现肺炎症状，可能提示早期肿瘤
阻塞气道，导致阻塞性炎症。

同一部位反复肺炎的患者，除

了CT检查外，还需进行气管镜等更
详细的检查。气管镜可直接观察呼
吸道内部结构和状况，在治疗某些呼
吸道疾病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特别是
用于清除气道内的分泌物、异物，进
行支气管内止血、消融肿瘤等。清除
腔内异物后，再对肺部炎症进行对
症治疗，才可预防反复炎症。
同时，这类患者需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40岁以上人群建议定期
筛查肺部肿瘤；进食时细嚼慢咽，避
免边吃边说话或者大笑，特别是有
吞咽困难或容易呛咳的人。如果出
现肺炎症状应及时就医，同一位置
第二次发生肺炎时就需提高警惕，
及时通过胸部CT、气管镜检查等进
一步明确病因。

张挪富（据《生命时报》）

异物掉入阻塞支气管 腔内小肿瘤难以发现

肺部总在一处发炎要警惕

前不久，一则医疗纠纷报道引起人
们的关注。某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老
年消化道出血患者，入院后医生给患者
开了血凝酶静脉注射的医嘱，责任护士
却将患者自带的“凝血酶”误认为“血凝
酶”执行了注射治疗，结果导致严重的临
床后果。凝血酶和血凝酶仅字序换位，
但在使用方法和治疗作用上相差甚远。

凝血酶和血凝酶都属于止血药物，
但它们的来源、成分、作用、适应症、给药
途径等都有着明显不同。凝血酶冻干粉
和注射用血凝酶均为白色粉末，性状外
观相似，又都需在医院药房和临床科室
的冰箱中保存，非常容易混淆，如果错把
凝血酶当成血凝酶使用，注入血管后危
害不堪设想。

凝血酶的主要成分为牛血或猪血中
提取的凝血酶原，经激活而得到凝血酶

的无菌冻干品，是一种白色至灰白色的
非结晶物质。凝血酶作为一种止血药，
临床上主要适用于手术中不易结扎的小
血管止血、消化道出血及外伤出血等。
凝血酶是生理性止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凝血因子，可直接作用于血液凝固过程
的最后一环，促使血浆中的可溶性纤维
蛋白原转变成不溶的纤维蛋白多聚体凝
块，从而达到速效止血的目的。它还能
促进上皮细胞的有丝分裂，加速创伤愈
合，是一种速效的局部止血药。
血凝酶是一种单链糖蛋白，又叫“立

芷雪”或者“巴曲亭”，主要是从巴西矛头
蝮蛇的蛇毒中分离提纯得到的酶性止血
剂，具有类凝血酶样作用及类凝血激酶

样作用。血凝酶主要用于需减少血流或
止血的各种出血及出血性疾病；手术前
用药可减少出血倾向，避免或减少手术及
术中出血。血凝酶不属于凝血因子，它在
完整、平滑的血管内皮中不会促进血小板
聚集，也不影响血液中的凝血因子浓度，
所以对生理性止血没有影响。血凝酶的
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水解纤维蛋白原，导
致纤维蛋白单体首尾聚合而凝固，形成一
种不稳定的纤维蛋白多聚体；还可以促进
凝血酶原转变为凝血酶，产生不稳定的纤
维蛋白多聚体。这些不稳定的纤维蛋白
多聚体在体内很快会被吞噬和清除，所以
注射血凝酶后仅在出血部位产生止血作
用；在血管内仅有去纤维蛋白原作用，而

没有血栓形成和凝血风险。
可以看出，凝血酶和血凝酶虽然都

可用于止血，但作用机制不同，用法用量
和注意事项也截然不同。凝血酶冻干粉
可在不添加其他物质的情况下引起血液
凝固，所以只能外用或口服，严禁注射，
如误入血管可导致血栓形成，局部坏死，
甚至危及生命。血凝酶可以静脉注射、
肌肉注射，也可以局部应用，无血栓形成
的危险，但需注意观察患者的出、凝血时
间。此外，注射用血凝酶为蝮蛇毒液中
提取的具有凝血酶样作用的血凝酶，属
于异体蛋白，可能引起过敏反应甚至过
敏性休克，使用时要注意。
综上所述，使用两种药物时一定要

按照医嘱，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制度，避
免因为疏忽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张建权

凝血酶和血凝酶 一旦用错会要命

使用智能手表等设备
监测心率的技术，已得到
普及和应用。不过，智能
手表提供的数据不能做到
足够精确，且佩戴手表某些
情况下仍有不便之处。因
此，科研人员一直致力于探
索更方便、更精准的实时
心率监测技术。近期，英
国帝国理工大学在这方面
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团队此次研发的新型
监测设备，是一种单耳佩
戴的耳塞，将其置于耳道，
就能实时监测心率，且数
据精确。此前已有人研发
出心率监测双耳耳塞，单
侧耳塞尚属首创。该技术
已于2023年4月拿到美国

专利。研究人员指出，单
耳佩戴式心率监测耳塞应
用场景非常广泛，尤其适
用于病人或运动员等，此
外也可考虑用于其他场
所，如用人单位可利用该
设备了解工作压力对员工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等。

赵乾铮

戴个耳塞监测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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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所载验方，不能代替医生诊疗，使用时应经医生指导。

医学新知

音乐可以陶冶情操、
舒缓心情。英国埃克塞特
大学近期发表在《国际老
年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
项新研究显示，终身接触
音乐有助改善老年时的大
脑健康状况。

埃克塞特大学痴呆症
研究专家安妮·科比特教
授领导团队，开展了一项
面向40岁以上人群的开放
在线研究。研究人员分析
了1000多名参试者为期10
年的相关数据，包括参试
者一生接触音乐的情况，
以及认知测试结果，旨在
确定音乐是否有助于保持
大脑敏锐性。结果发现，
演奏乐器（尤其是钢琴）有
助于改善大脑的记忆力和

执行能力（解决复杂任务
的能力），如果能将演奏爱
好一直延续至晚年，健脑
作用更大。唱歌同样能促
进大脑健康，推测这可能
与他们经常参加合唱活
动，不仅增加了社交机会，
用脑也更多有关。
大量研究证明，音乐

类团体活动有益改善患者
的痴呆症状。新研究结果
则表明，对老年人群而言，
演奏音乐可以增强大脑思
维活跃性，同时调动更多
认知储备，进而起到健脑
作用。因此，加强音乐教
育应成为公共卫生举措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可
能鼓励老年人开始或继续
玩转音乐。 陈宗伦

终身接触乐器大脑好

由于男女生理结
构不同，养生方式存在
差异，只有抓住“侧重
点”，才能事半功倍。中医认为，男
养生重在温肾益精，女养生重在补
血抗衰。给大家推荐两个养生穴，
坚持做可收到不错的效果。

关元穴：男性的能量源泉。中
医认为，男性从30岁开始，身体机
能逐渐走向衰退。通过定期按摩关
元穴（位于人体正中线上，肚脐之下
3寸处），可有效地保持元气充沛。
关元穴这个名字来源于其功能——
“关乎元气之处”，它被视为下丹田，
即男子藏精之地。关元穴是贮藏生
命之元气的重要穴位，有补益元气、

温肾益精的功效。尤其对于男性而
言，关元穴不仅有助防治阳痿早
泄、前列腺炎等男科疾病，还能在

肠腹疾病的治疗上发
挥作用。
三阴交穴：女性的

美丽秘诀。三阴交（位于小腿内侧，
足内踝上缘四指宽处）被誉为“女性
不老穴”，“三阴”指的是足太阴脾经、
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三条主要的
阴性经络，“交”则意味着这些经络的
交会点。此穴汇聚脾、肝、肾三经之
气，不仅能补血养颜、延缓衰老，还对
调理月经、改善皮肤状况、治疗子宫
及卵巢疾病等有不错的效果。

日常可经常按摩相应穴位，每
次3至5分钟；有条件的情况下，用
艾灸效果更好。

冯 兰（据《健康报》）

男按关元穴 女揉三阴交

焦虑已经是种
流行病，我们的每一
天或多或少会经历
紧张、压力的时刻。
但我们可以学些技
巧将焦虑控制在可
承受的范围内，以下
一些简单的做法可
以尝试：

朝上看 英国作
家马特·海洛曾饱受
抑郁症和焦虑症的
困扰，他在《焦虑星
球笔记》中分享了
他 在 焦 虑 症 发 作
时 经 常 做 的 一 个
动作——仰望天空。他
认为，凝望天空时，所有
忧虑会在宇宙的衬托下
消解于无形。和广阔无
垠的天空相比，世俗中
的事务、人情、纠结甚至
人生都显得渺小，无论
我们生活多少年，无论人
类的历史翻过多少篇章，
天空永远是天空，一旦领
悟到这层，当下的忧虑转
瞬即逝。心理学实验也
证实，朝上看是有效消除
焦虑感的小技巧。其原
理是当人抬起头时，大脑
无法有效处理信息，可以
暂时屏蔽让人备感焦虑
的思绪。抬头看天这个
动作就像对这一团糟糕
的生活翻了一个大白眼，
意思是说“随便你，我无
所畏惧”。

放轻松 焦虑比较严
重的时候，会有明显的躯

体症状，比如肌肉紧
张、出汗、心慌等，这时
要有意识地放松身
体。除了深呼吸，对全
身肌肉进行一张一弛
的放松训练也很有
效。找个地方静坐，慢
慢地长呼吸并伸展身
体，将脚踩向地板，把
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
上紧张的部位，可能是
僵硬的肩膀、感到沉重
的腰背、正在出汗的手
心，对它们进行逐一的
收紧—放松。然后对全
身肌肉进行类似训练，
包括手指、手掌、手臂、肩
膀、颈部、脸部、胸部、腹
部、大腿、小腿和脚趾，每
个部位收紧3秒钟后放松
3秒钟，用心感受放松的
感觉，重复2至3次。

踱步走 往返、重复
的小动作具有镇静作
用。心理学家发现，连续
给予身体某一部位微小
的刺激，能通过中枢神经
刺激大脑，使紧张的神经
得到放松。这也是为什
么人在紧张时会下意识
地来回走、抖腿、转笔、摸
头发……当我们主动地
做这些“小动作”时，也能
让自己平静下来。

张敏婷（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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