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突发脑出血

据舍友介绍，去年12月23
日早上8点左右，李倩如往常一
般起床洗漱，前后不到一分钟的
时间，突然捂着头喊头疼，接着便
倒地不起，手脚还在不断抽搐。

舍友见状赶紧拨打了急救
电话，同时联系李倩的父母。很
快，李倩被送到了江大附院急诊
中心，查CT提示“左侧颞枕叶脑
出血”。“只有找出脑出血的明确
原因，做出准确的诊断，才能制
定合理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方
案。患者只有18岁，身材匀称，
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疾病，
这类青年人发生脑出血，通常怀
疑是脑动静脉畸形破裂引发的
出血。”神经外科庄严副主任医
师立即为李倩安排了头颅CT血
管成像（即CTA）检查，结果并
未发现脑血管异常。

而此时的李倩已经出现轻

度的意识障碍。庄严副主任随
即向科主任谢正兴汇报。

谢主任立刻启动了脑卒中绿
色通道，由邓引生副主任医师带领
神经介入治疗组为李倩实施全脑血
管DSA造影手术。术中造影终于
揪出了幕后“元凶”：脑动静脉畸形。

介入+内镜双管齐下

查明了病因，接下来就是争
分夺秒展开救治。此时，李倩的
父母也从外地赶到了医院，听闻
孩子发生脑出血，两人已经慌乱
无措。

谢主任一边安慰李倩父母，
一边解释下一步治疗方案：“李
倩的脑畸形血管团位置较深，同
时周围毗邻重要的神经血管，手
术要清除血肿，切除畸形血管
团，并且，还要最大程度保护神
经功能。我们打算采取介入和
神经内镜这两种微创手术方法

相结合的治疗手段。”
李倩父母对手术方案表示

认可。团队立即着手施治，首先
由介入治疗组先行脑动静脉畸
形栓塞术，降低血管再破的风
险。介入手术完成后，内镜团队
接力，在神经内镜下清除脑内血
肿，并切除畸形血管团。

手术顺利完成，术后李倩很
快就恢复了意识，没有出现明显
的神经功能障碍，父母也如释重
负。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李倩各
方面恢复良好，现已康复出院，
相信很快就能重返校园。

谢主任解释，导致青少年脑
出血的因素很多，如血管畸形、
心脏异常、感染、外伤、遗传性疾
病等。其中，脑动静脉畸形引发
的脑出血最为常见。

谢主任提醒，青少年出现以
下症状时，要警惕脑出血的可
能，如突然的剧烈头痛、呕吐、肢
体无力、视物模糊、意识不清等。

大一女生早晨洗漱突发脑出血
专家提醒：青少年突然头疼，请及时就医

1月16日，记者从院方了解到，去年12月底，正在读大一的李倩（化名）起床后突然头
痛欲裂，随即抽搐不止晕倒在地，被紧急送至江大附院后，诊断为左侧颞枕叶脑出血，生命
危在旦夕。关键时刻，该院神经外科团队迅速精准施治，将花季少女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通讯员 孙卉 钱小蔷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万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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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过节，家人团聚，难
免要喝上几杯。但过量饮酒
不仅影响健康，更可能有生命
危险。

近日的一天晚上，张先生
（化姓）和朋友聚餐时不小心
多喝了两杯，晕晕乎乎的他在
回家爬楼梯时，不幸一脚踩空
摔倒，眼睛卡在了台阶上，当
即便红肿疼痛。

家人立即将其送往医院，
但因伤势过重，当地多家医院
均表示无法医治，建议来南京
治疗，最终于31日晚来到南
京市第二医院眼科。

眼科副主任医师张芳玲
接诊后发现，患者伤势严重，
急需处理。并立即联合了麻

醉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等科
室，紧急为张先生进行了眼球
修补和眼外伤的裂伤缝合术。

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配
合，三个半小时后，手术顺利
完成，目前张先生正在逐步恢
复中。

张芳玲提醒，过量的酒精
会引起大脑功能紊乱，走路不
稳，出现判断力障碍，极易摔
倒，轻者皮肉受苦，重者可能
危及生命。所以大家在欢度
假日的同时，更要保护自身的
健康，做到少喝酒莫贪杯，才能
更好地享受节日的快乐与温
馨。 通讯员 金雨晨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吕彦霖

一般而言，大多数的斜视
都需要通过手术治疗。斜视
手术就是通过调整眼外肌的
力量来改善不平衡的状态，进
而改善外观和矫正眼位。但
在眼球上动刀子，到底对眼睛
有没有伤害？南京同仁医院
眼科主治医生郝宽晓介绍，目
前的斜视手术大多数是在显
微镜下操作，整个手术在眼球
表面进行，并不进入到眼球内

部，不会影响患者视力。术后
患者仅有轻微刺痛或者异物
感，也可能会出现眼部轻微红
肿，等到2~3周切口愈合，缝
线便自行脱落。在恢复期间，
只要患者无明显不适，可继续
上学或工作，只要注意眼部卫
生，按嘱滴用抗炎抗感染的眼
药即可。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许倩倩

醉酒摔倒，男子眼球险不保

斜视手术对眼睛有伤害吗？

“三九四九冰上走”的天气，依然挡
不住健身运动爱好者们锻炼的热情。
然而记者从南京市体育医院了解到，近
日门诊中常接诊到因为运动受到损伤
的患者，该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中医
师、运动处方师孙舒雅表示，寒冬依然
坚持锻炼虽更有助于增强人体的免疫
系统，但此时也是运动损伤的高发季，
尤其是因天冷导致的肌肉黏性增加，更
易拉伤。她提醒，市民在健身运动前务
必做好热身，有效预防运动伤害。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吕彦霖

42岁的南京市民彭先生健
身多年，常规一周都要去健身房
报到3—4次。可去年12月底的
一次健身中，这位“肌”友就不幸
负伤了。“当时是在做一个深蹲
动作，然后就觉得腰部特别疼。”
彭先生回忆，本以为只是一个动
作没做好也没当回事，在家休息
了 20多天后竟然丝毫没有缓
解，才来到医院就医。“检查之后
我们发现这位患者就是典型的
腰部肌肉拉伤，仔细询问后发现
他应该是没有进行充分的热身，
而且训练量比较大但是动作不
规范，导致了肌肉拉伤。”孙舒雅
主任介绍道。

无独有偶，在健身房锻炼把
自己拉伤的“肌友”可不止彭先
生一位。“70后”方女士也一直

保持着不错的健身习惯，五十多
岁了还拥有健美的身材一直令自
己很自豪。可谁承想前两天在健
身房做肩部训练的上举动作时，
她出现了明显的肩部疼痛。“一抬
起胳膊就疼得不行”，诊室里的方
女士难掩痛苦。一系列检查后孙
舒雅主任告诉记者，方女士的情
况更为严重，不仅有肌肉部分撕
裂，肩袖也存在部分损伤。目前需
要采取物理因子治疗，配合关节
腔内药物注射，手法治疗配合运
动康复，如果撕裂严重还可能需
要做关节镜的手术。

为啥冬季锻炼更容易受伤？
在孙舒雅主任看来，一方面，冬
季气温下降，冷空气会刺激人的
交感神经，使得血管收缩，导致
心脏负荷变大、血压升高，本身

心脑血管疾病就处于高发季。与
此同时，寒冷的冬季肌肉黏性增
加，韧带的弹性和舒展性会明显
降低，中枢神经系统对神经肌肉
的控制能力也会下降，这时候突
然运动，容易引起关节韧带或肌
肉的拉伤。

“我们最近接诊的‘肌友’不
少都是在健身房锻炼时候损伤
的，其实就是准备活动不充分。
冬季的热身要 10—15分钟才
行。”热身不仅能帮助身体逐渐适
应运动的强度，还能有效预防运
动伤害。可根据运动计划对特定
部位进行预热。例如，如果计划
进行滑雪或滑冰，应特别加强对
膝盖、脚踝和大腿肌肉的热身；
如果是跑步，则需加强对小腿、
大腿后侧和臀部肌肉的准备。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
练三伏。”虽说冬季运动风险
有所增加，不过好处还是不
少的。专家指出，其实冬季科
学地运动对减脂也很有帮
助。“寒冷环境会促进脂肪燃
烧，人体内有白色脂肪和棕色
脂肪。白色脂肪主要储能，棕
色脂肪促进脂肪燃烧。寒冷
环境能够充分激发人体内的
棕色脂肪。”专家表示，冬季为
了保持人体的体温，基础代谢
率会有所提高。冬季的基础
代谢率比夏季高出 3%—
7%。

那么究竟冬季该如何
健身锻炼，才能更科学有效
地强身健体？专家建议，首
先要选择好运动的时间。
“冬季的早晨温度较低，当
我们从暖和的室内切换到
寒冷的户外时，较大的温差
会刺激身体血管收缩，进而
减少血液流动和氧气输送，
再加上冬季空气较为干燥，
导致血液黏性较大，容易诱
发高血压。”因此专家提醒，
对于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或

老年朋友来说，建议等到上
午8点以后，温度回升一些
再外出运动。

其次要合理配置着装。
冬季户外运动建议遵循“三
层着装法则”。第一层是排
汗、透气，要让汗水尽快通过
贴身衣服挥发或者传导出
去，保持身体表层的舒爽，一
般推荐穿涤纶的速干衣。第
二层是保暖、隔热，用来隔绝
外界的冷空气，留存身体散
发的热量，维持体温恒定，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衣物的
厚薄度。第三层是保护层，
它起到防风、防雨、防雪、防
刮擦等作用，将身体与外界
进行有效隔离，例如可以穿
着软壳冲锋衣。同时，因为
身体的许多热量会从头顶流
失，运动中大量出汗更是让
头部加速失温，耳朵和手部
也容易受冻，所以建议佩戴
帽子、手套等进行局部保
暖。考虑到冬天地面可能有
结冰现象，准备防滑的跑鞋
也是一大关键。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吕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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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运动，这么穿衣服就对了

@“肌友”们，冬季健身防拉伤
专家：冬天肌肉黏性增加，更应加强热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