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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冬天吃红枣补气血，李女
士也爱吃红枣。上周六，她在家休息，
跟家人谈笑时，就着热茶配红枣，其乐
融融。突然公司来电话说有紧急的事
情，李女士接电话时恰好嘴里含着一

颗红枣核，她顺势就吞了下去，挂了电
话就急急忙忙去公司加班。

李女士以为区区一个小枣核应该
没什么问题，三两天可能就排出去
了。想不到，当天半夜她就因肚子痛

醒了，阵痛钻心。她想着忍忍就过去
了，结果到第二天疼痛丝毫没有缓解，
甚至变成持续性的全腹部疼痛。女儿
帮忙叫来120，送她去厦门市中医院
急诊科就诊。

阿姨头痛呕吐不止
竟是急性青光眼发作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梁亦亘）突然头

痛呕吐，不是得了感冒，也不是得了肠胃炎，竟是
眼睛出了问题？

近段时间，市民洪阿姨出现了头痛的症状，
一直有体检习惯的她觉得可能是最近没有休息
好。没想到情况严重起来，她开始出现呕吐的现
象，头痛得甚至站立不稳。她又上综合医院的内
科、神经内科查了一遍，还是没查出问题。洪阿
姨头痛呕吐得厉害时，甚至跪地不起，一家人慌
了神，向来身体健康的洪阿姨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日就诊时，有医生提醒：“眼科查了吗？你这症
状很可能是急性青光眼发作。”洪阿姨一家这才
赶紧转到厦门眼科中心求诊。一查之下，还真是
眼睛出了问题。

青光眼科黄维艺副主任接诊后发现，洪阿姨
左眼结膜充血，角膜已经出现了雾状混浊，眼压更
是高达65mmHg，而正常眼压值在10mmHg-
21mmHg之间。剧烈的头痛让洪阿姨无法站立，
神情痛苦，综合判断，她属于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
作，需手术治疗。

问诊过程中，黄维艺得知，洪阿姨的左眼已
反复酸胀疼痛两月有余。在充分了解病情后，洪
阿姨立即办理了入院手续。黄维艺副主任为她
进行了青光眼手术，术后症状得到明显缓解，目
前左眼眼压控制理想。

据洪阿姨的家人介绍，洪阿姨平常很注重身
体健康，每年都体检，唯独没有检查过眼睛。如
果不是这次发病，一家人都不会想到，眼健康也
需要重视。医生建议洪阿姨往后的体检项目增
加眼部检查，尤其是像她这样已经有一只眼青光
眼发作的情况，另一只眼也存在发作的风险，所
以一旦发现眼睛开始发酸，就要赶紧到眼科就
诊。

市中医院皮肤美容专家提醒：

频繁洗手消毒
要及时涂抹润肤霜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吴育婷 叶佩真）

口罩反复摩擦，面部皮肤容易出现发红、刺痛等皮
肤屏障受损的症状；频繁洗手消毒，容易导致手部
湿疹……近日，由福建省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
会、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厦门市中医院、福建中
医药大学国医堂与厦门南普陀中医院共同承办的

“2022福建省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学术年会
暨翁丽丽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研讨学习班”在厦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顺利举办。

此次会议，线上线下参会人员达 1200 人
次。13名行内专家分别就中医皮肤及美容学术
新进展及宝贵的临床经验进行分享，有效促进了
我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及中医皮肤美容学
术的交流与推广。

为了防御新冠病毒传播，佩戴口罩及使用消
毒液已成了市民的日常标配，皮肤疾病的发生率
也大大提高。特别是不少市民长期频繁洗手及
使用手部消毒液，导致手部皮肤屏障受损而出现
双手皮肤干燥，反复一直脱皮，有时还会皲裂的
情况，冬季干燥还加重了这些情况。

对此，厦门市中医院中外皮肤美容中心专家
翁丽丽主任提醒，入冬以来，尤其近年新冠疫情
肆虐，广大市民常随身携带手部消毒液，过度频
繁的洗手及使用手消均会导致手部湿疹的产
生。因此，在预防新冠的同时，也要注意控制使
用手部消毒液的频率，不宜过多过频，在洗完手
以后及时使用润肤剂（如维生素 E 乳膏或护手
霜）以达到保湿润肤，加强皮肤屏障的作用。对
于由于长期佩戴口罩所导致的面部皮炎湿疹、痤
疮等皮肤疾病。大家日常需要注意选择质地柔
软，尺寸合适且透气性好的口罩。尽量减少长时
间佩戴口罩，最少隔2-3小时摘下口罩减轻局部
皮肤压力；在佩戴口罩时也要注意保持面部及口
罩卫生，口罩应做到一天一换，这样才能避免一
些面部皮肤问题的产生。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是我省唯
一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消化内科。在学科
带头人任建林教授及陈建民主任、许鸿志副主任
带领下，消化内科医教研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强
劲，让厦门及周边地区众多患者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消化内科年门诊量17万人次，为了进一步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科室根据本区域疾病谱，开
设炎症性肠病（IBD）、慢性肝病、胃食管反流病、
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早癌和胆胰疾病等专病
门诊。同时，分别设置了IBD亚专科、肝病亚专
科、消化道早癌亚专科、胆胰亚专科四个病区，并
配备专业团队和高精尖设备，让诊疗服务更加系
统化、规范化、精细化。

消化内镜中心同样成绩不凡。“今年消化内
镜诊疗量已突破6万人次，近年来，除了工作量
不断增长，内镜诊疗的难度在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的患者不用开刀，微创就解决了病痛。”任建林
表示。除了常规的消化内镜诊疗项目，内镜中心
的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的内镜微创治疗、胆胰
疾病的内镜微创治疗、超声内镜引导下的介入治
疗以及双气囊小肠镜下治疗等特色技术在本地
区处于领先水平。

教学方面，消化内科承担着本科生、硕士、博
士、博士后的培养任务，同时还是中华医学会消
化内镜培训中心厦门培训基地、中国医师协会消
化内镜医师培训基地和中国ERCP技术标准化
人才培养项目培训基地，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医学
人才。

科研领域，消化内科也取得累累硕果，近期
连续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影响因子10分以
上的优质论文，主要聚焦肠道微生态、医学人工
智能等热点问题，最高影响因子达22.682分。

在亚专科蓬勃发展基础上，消化内科整合多
方资源，构建起以“两个中心，四个基本点”为核
心的发展格局：两个中心即肠道微生态和消化系
统重大疾病、医学人工智能和消化内镜研发应
用；四个基本点即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炎症性
肠病综合诊治、胆胰疾病综合诊治、肝病综合诊
治。科室还联合海内外消化界同仁举办海峡消
化论坛暨世界华人消化高峰论坛、世界华人消化
青年论坛、海峡消化中华行等著名品牌学术会
议，在交流学习中互相促进、共同提升。

双擎驱动 协同创新
中山消化 力攻坚“卡脖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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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石青青 高泉艺
第二届厦门“年度医疗十大创新技术”日前揭晓，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人工智能辅助消化
内镜诊疗新技术”榜上有名。该技术以科研成果助力
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由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牵头成立的消化病学系
是厦门大学医学院首个临床科系。近年来，精准医学、
转化医学和智能医学方兴未艾，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消化内科与厦门大学相关交叉学科密切合作，将百
姓需求与医学科研紧密结合，围绕临床“卡脖子”难题，
推出一系列创新性举措。“我们始终坚持以临床科学问
题为导向，通过整合大学、学院与附属医院交叉学科优
势资源，探索融合创新发展之路，助力学科高质量发
展。”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消化内科学科带
头人任建林教授表示，消化内科紧跟学术前沿，将肠道
微生态、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于重大消化疾病防治，取得
一系列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消化疾病诊疗水平，切实造
福广大患者，展现了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厦门大学医学院消化病学
系牵头单位，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消化内科在任建林教授带领下，与消
化病学系双聘教授王连生教授团队
开展广泛深度合作，在医学人工智能
与消化系统疾病诊断、新型消化内镜
诊疗技术研发方面紧密联合，取得了
初步可喜成果。科室多个临床研究
团队聚焦医学人工智能与消化系统
重大疾病防治研究，相关多项研究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消化内镜是揪出消化道早癌的
利器。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有些
病变不易被早期发现。比如大肠镜
检查，肠道长达1.5米，拐弯多，有的
部位光线暗，有些病变扁平爬行在肠
道上，没有明显突起，或是肠镜检查
充气致使肠道痉挛，这都增加了医生
肉眼甄别病变的难度。而人工智能
软件则能快速识别病变，有助于减少
漏诊。

发现胃肠道早癌后，内镜微创切
除，手术边界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深
一点还是浅一点，不同年资不同经验
的医生判断可能不同。人工智能
ESD辅助导航系统则能辅助提醒，帮
助医生精准界定手术范围，既不多
切，又切得干净。

任建林介绍，这些研究成果都有
助于消化系统重大疾病诊治的规范
化、标准化、同质化。

消化内科还联合厦门大学开展
人工智能肠道全视野病理研究，以提
升肠道疾病分子病理诊断水平。该
研究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人工
智能和消化影像相结合的研究也在
进行中，该研究旨在为孕妇、老人、婴
幼儿等特殊人群提供新的无创检查
手段，通过器官重建的方法发现病
变。此外，人工智能在超声引导下胰
腺穿刺中的应用、人工智能联合OCT

“透视”病变等相关研究也在快速推
进当中。

肠道微生态和消化系统重大病防治是
近些年消化医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消化
内科依托厦门大学平台，充分发挥厦门大学
医学院消化病学系、厦门大学医学院微生态
研究院、厦门市肠道微生态与健康重点实验
室、厦门市发改委肠道微生态与健康工程研
究中心优势，在相关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方
面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其
中，对病毒性肝病、代谢性肝病、自身免疫性
肝病等疾病肠菌移植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
好的结果，有望突破相关疾病防治瓶颈。科
室团队多次受邀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分享成
果和经验。

以溃疡性结肠炎为例，有些患者药物治
疗效果不好，病情反复发作，久而久之容易产
生药物依赖性。消化内科研究团队发现，部
分患者接受肠菌移植后，供体优势菌群能够

“带领”一群有益的细菌发挥作用，促进肠道
粘膜修复愈合，从而改善症状。这对预防和
诊治肠道疾病有着重要意义。

研究团队还发现，肠道微生态会影响肝
病，肠菌移植能使部分慢性乙肝患者和代谢性
肝病患者获益。科室相关研究成果引起业界
关注。这给临床治疗重大消化疾病带来新的
启发：如果将特定微生物制成肠菌胶囊给患者
服用，有望改善肠道微生态，进而改善肝病的
转归。

名
医
荟
萃
优
质
医
疗
服
务
惠
及
众
多
患
者

国
内
领
跑
深
耕
肠
道
微
生
态
领
域

接
轨
国
际
人
工
智
能
让
消
化
疾
病
诊
治
更
高
效

A B C

消化内科学科带头人任建林教授（右一）
指导研究生科学研究。 （资料图）

顺口“囫囵吞枣”女子小肠穿孔
所幸微创手术紧急修补，没有出现危及生命的腹膜炎

厦门市中医院普外科医师 纪发达
食用有核、壳、刺的食物时，一定要细嚼慢

咽，避免吞食。
这句话，对患者说了无数遍，依然每年会接

到不少因误吞尖锐异物导致需要普外科手术来
解决问题的患者。最严重的，造成消化道穿孔
导致腹膜炎引发休克，生命垂危。

这些有核、壳、刺的食物入口那一刻开始，
就“步步惊心”。这些容易尖锐的食物往往质地
坚硬、身形细长、两边尖锐。如果卡在咽喉部
位，会引起咽部疼痛；经过食管，可能会卡在食
管处或者划伤食管，造成脓胸。尤其食管靠近
主动脉，万一累及主动脉，可引起大出血危及生
命；经过胃时，如果穿破了胃，会造成胃穿孔或
者出血；再往下就是小肠，如果卡在小肠会造
成肠梗阻或者内容物（粪便、消化液之类的）流
到腹腔诱发感染，造成腹痛、腹胀、发烧。如果
拖久了，还可能会引发感染性休克。 小肠下面
就是大肠，大肠虽然比较宽敞，不太容易被枣核
穿破，但也有可能会在直肠肛门处卡住，引发局
部剧烈疼痛。

我只能再一次提醒，囫囵吞食的危害不可
小视，在平时进食时一定要细嚼慢咽，尤其是老
年人和小孩进食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进食时
要注意鱼刺、碎骨头、瓜子、义齿等东西吞入，它
们体积较小，有尖锐面且性状不规则，难以消
化，当嵌顿在是食管、肠管时容易导致穿孔，刺
破血管导致大出血，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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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李世勇
李女士一向做事风风火火，这种性格

可真让她吃了个大苦头——接电话时，她
顺口把嘴里的红枣连核吞下，结果导致小

肠壁被枣核划伤，还导致肠道穿孔。所幸
就医及时，没有出现腹膜炎。再休息两
天，这周李女士就能从厦门市中医院普外
科出院了。

接诊后，市中医院普外科纪发达
医师得知李女士是在进食红枣后误食
枣核出现的腹痛症状，紧急检查腹部
CT。结果显示，她的腹部小肠内出现
异常高密度影及相邻含气囊袋状影，
考虑异物伴消化道穿孔。也就是说，
李女士她吞下的枣核非但没有排出

去，反而卡在小肠里面，枣核的尖端已
深深扎进肠壁，导致小肠穿孔。

纪发达医师及同科室团队及时对
她进行急诊微创手术治疗，取出小肠
内的枣核，修补穿孔的小肠壁，避免穿
孔进一步扩大。

纪发达提醒市民，红枣益处虽多，

但枣核坚硬且两端尖利，一旦误吞，在
小肠蠕动过程中，枣核处于横着的状
态，枣核两端尖头容易刺进肠管黏
膜。肠管受到刺激，反射收缩，导致枣
核尖端刺入更深，穿破肠管，引起穿
孔，导致腹膜炎，引起剧烈腹痛，严重
者甚至危及生命。

接电话时吞下红枣核 半夜腹疼睡不着觉

吞下的枣核卡在小肠里 急诊手术修补穿孔小肠壁

●时间：
12月18日
●地点：

厦门市中医院

心血管病患者“阳”了
切勿擅自停药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员 刘云芳）近日各
大社交平台流传着各式各样的新冠囤药清单。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专家提醒：冬季是心
血管疾病高发时节，心血管疾病患者用药要谨遵
医嘱，不要随意照搬网络新冠用药建议，更不要
擅自停用日常服用的心血管病药物。

部分心血管疾病患者担心遭遇新冠和心血
管疾病双重夹击，眼看着身边“阳”的人越来越
多，急着吃药预防新冠。其实，在没有确诊新冠
的情况下，不需要预防性服用药物，最好的预防
措施是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日常戴好口罩、勤洗
手、少聚集、多通风、适量运动、吃好睡好。

有心脑血管病史的患者，如高血压、房颤、冠
心病、换瓣、脑梗塞等，都不是接种新冠疫苗的禁
忌。但是如果处于急性发作期（急性心力衰竭、
急性心肌炎或心肌病、不稳定心绞痛、急性心肌
梗塞、高血压脑病、药物无法控制的高血压收缩
压≥160mmHg和（或）舒张压＞100mmHg），应暂
缓接种。

“阳”了但是无症状，无需特地吃药，做好健
康管理和监测即可，心血管疾病患者尤其要关注
血压等指标的变化。同时多休息，适当多饮水，
合理膳食，缓解紧张情绪。“阳”了出现相应症状，
则对症用药。心血管疾病患者感染后，重点是要
继续控制好冠心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使自己
原有疾病不被诱发和加重，长期服用的心血管病
防控药物不能擅自停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
口服一些抗凝、利尿、强心类的药品，在使用药物
时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关注成分及剂量，根
据症状按照规定时间服用。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消化内科将医学科研与百
姓需求紧密结合，将肠道微
生态、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于
重大消化疾病防治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
内科核心团队。

(本报记者 陈偲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