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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什么是“减重版”司美格鲁
肽，与之前临床在用的司美格鲁肽
有什么区别？

最早在国内上市的司美格鲁
肽，批准的适应证以降糖为主，但被
追捧更多的是因为其减重效果。
前不久，“减重版”司美格鲁肽已正
式上市。这意味着，减肥人士可以
名正言顺地使用“减重版”司美格鲁
肽了。那么，两者区别是什么？

①适应证不同：“降糖版”司美
格鲁肽是给糖尿病患者使用的；“减
重版”司美格鲁肽是给体重管理人
群使用的。

②用法用量不同：虽然两款药
均建议从每周0.25mg开始逐渐增
量。但“降糖版”司美格鲁肽一般推
荐每周使用剂量不超过1mg；“减重
版”司美格鲁肽每周最后维持剂量
可达1.7mg或2.4mg。

③医保类别不同：“降糖版”司
美格鲁肽此前已进入国家医保乙
类，而“减重版”是国家医保丙类，自
付比例不同。

专家提醒，两款药物不能互相
替代，也不能随意调整给药剂量，一
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在符合
用药适应证的基础上进行规范治
疗，以确保用药的疗效和安全。

Q2.“减重版”司美格鲁肽为何
能减重？

司美格鲁肽是一种新型的长效
GLP-1受体激动剂，主要通过抑制
中枢食欲、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
感、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等方面发挥
减重作用。

Q3. 哪类人群可以使用“减重
版”司美格鲁肽？

本品适用于在控制饮食和增加
体力活动的基础上对成人患者的长
期体重管理：

①体重指数 BMI≥30kg/m2 的
肥胖人群；

②体重指数 BMI≥27kg/m2 且
＜30kg/m2 的超重人群，且存在至
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高血糖、高
血压、血脂异常、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或心血管疾病等）。

但以下人群不能使用：
①对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
②既往个人有甲状腺髓样癌的

病史或者家族史的患者；
③有胰腺炎病史或胰腺癌风险

的患者；
④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2型

（MEN2）的患者；
⑤胃肠道反应严重的患者；
⑥重度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⑦18岁以下的儿童，75岁以上

的老人；
⑧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Q4.“减重版”司美格鲁肽需要
使用多久？

“减重版”司美格鲁肽适用于长
期体重管理，一般推荐用至目标体
重维持三个月，然后递减剂量直至

停药。具体疗程需根据个体情况调
整，注意：

实际减重效果受基础体重、药
物敏感度、是否合并代谢疾病等因
素影响。

治疗期间应定期复诊，由医生
评估药物耐受性、减重进度及并发
症风险。

Q5.“减重版”司美格鲁肽不良
反应如何？

该药常见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
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等胃肠道症
状，严重时可出现肾功能损害、低血
糖、急性胰腺炎等。

常见不良反应处置：
胃肠道反应：大多在用药初期

或者调整剂量的时候出现，一般持
续时间较短，可通过少食多餐、清淡
饮食、避免辛辣刺激食物进行缓解。

低血糖反应：出现头晕、心慌、
出汗等，应立即进食含糖食物，如糖
果、饼干、果汁等进行缓解。

胰腺炎：相对少见，有反复胰腺
炎病史的患者应避免使用。应用中
如有剧烈腹痛、腹胀等症状应及时
就医。

Q6.停药后会反弹吗？

2021 年发表于《JAMA》的一
项研究司美格鲁肽停药后效果的研
究显示，在使用司美格鲁肽并改变
生活方式68周的时间里，参与者平
均体重减轻了 17.3%，而那些停药
近一年的参与者，减掉的体重恢复
了约2/3。

如何防止停药后体重反弹？
逐渐减量停药：在医生指导下

逐渐减少剂量，而非突然停药，给身
体一个适应的过程。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持续保持低
脂高蛋白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以
上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游泳）。

定期监测：若反弹幅度超过原
减重量的25％，建议及时去医院复
诊评估代谢指标，调整治疗方案（如
间歇给药或联用其他药物）。保持
每周体重波动不超过 1kg，有助于
长期维持减重效果。

药师建议：减重不能靠打针吃
药，更应该“管住嘴、迈开腿”。这款
减肥药物上市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
关注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据了解，
目前很多前来咨询用药的患者中，
很多人并非肥胖患者。因此，要瘦
要美，更要健康。科学合理减重，不
能靠打针吃药，更应该“管住嘴、迈
开腿”。

减重版司美格鲁肽，这几类人群不能用
“减重神药”司美格鲁肽上市后，受到许多人的关注。“要打多久

才能见效”“副作用会不会很大”“会不会反弹”……近日，现代快报记
者了解到，南京市中医院已经可以开具这一药物，药师对大家的疑问
一一进行了解答。

通讯员 张明 莫禹凡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梅书华

从寸步难行到自由行
走，关节置换提升生活质量

“患者不仅膝关节表面软骨及
软骨下骨严重破坏，还存在明显的
骨缺损与膝关节畸形，骨头明显歪
了，导致膝关节稳定性极差。同时，
患者还伴有低位髌骨问题，髌骨与
胫骨平台异常贴近，进一步增加了
手术难度。”王北岳表示，考虑到患
者的自身情况，为其采用“自体骨移
植+特殊假体”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术后4天，我妈妈就说腿几乎不疼
了，目前也能下床行走了，关节的活
动度也很不错。”徐女士欣慰地说。

作为骨科四级手术，膝关节置
换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稍有偏差就
可能导致术后疼痛或活动受限。而
徐女士母亲的案例，只是王北岳团
队上百个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的缩
影。“关节置换就像是为受损关节换
上‘金属外衣’。”王北岳打了个生动
的比方。当膝关节、髋关节等因骨
关节炎、股骨头坏死、骨折等原因严
重受损，且保守治疗无效时，医生会
切除关节表面坏死组织，用钛合金
等金属材料制成的假体替代，并在

中间放置垫片，重建关节功能。据
悉，这种手术效果显著，能迅速解除
疼痛，恢复关节功能。“换完关节第
二天就能下地走路是常态，患者术
后甚至能跑步、游泳、骑自行车，生
活质量大幅提升。”王北岳表示，现
代关节置换手术的安全性已得到充
分验证，风险远低于人们的想象。
与其忍受多年疼痛、丧失行动自由，
不如尽早通过手术重获健康。”

他强调，当影像学检查显示关
节严重磨损，且患者出现行走距离
＜1公里、疼痛影响生活等情况时，
就应考虑手术。尤其对因骨折或保
守治疗可能导致长期卧床的患者，
关节置换不仅能避免肌肉萎缩、血
栓等并发症，更能快速恢复行动能
力。“如今 90%以上的假体可使用
20年以上，优质陶瓷材料的关节假
体，若保养得当，不摔伤、不感染，几
乎能伴随患者终身。”王北岳说。

日行万步反伤膝？医
生揭秘：这个步数才科学

“膝关节问题并不是老年人的
‘专属’。门诊中，我常遇到因运动
过度、运动不规范或受伤，导致韧

带、软骨或半月板损伤的年轻人。”
王北岳坦言，若长期对这些损伤置
之不理，或持续进行过度、不正常的
活动，可能使软骨、半月板或韧带的
损伤达到难以修复的程度，进而发
展为骨关节炎或创伤性关节炎，最
终不得不进行关节置换。”王北岳表
示，既要治病，更要治未病，“在关节
尚未达到不可修复的状态时，大家
日常运动一定要注意关节的保护。”

天气渐热，不少人选择进行高
强度运动，或者每日暴走来达到锻
炼的目的。“大家常说‘日行一万步’
能锻炼身体，但从医学角度建议，正
常情况下每天走六七千步是比较理
想的状态。盲目行走，甚至在膝盖
疼痛时仍坚持，会导致情况越来越
糟。想要达到良好的锻炼效果，通
常建议每周7天中，有5天每天进行
约1小时的活动。”王北岳提醒道。

在具体运动项目的选择上，王
北岳指出，游泳和骑自行车是不错
的运动，“但要注意不是动感单车这
类。”对于慢跑甚至正常跑步，只要
注意以下几点，也可以进行：一是跑
步姿势要正确；二是选择具有一定
缓冲功能的鞋子；三是避免在水泥
地上跑步。

关节置换，换来膝盖新生
专家提醒：运动过度会伤膝，年轻人也要注意这些运动误区

绿茵场上潜在的五
大风险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体
卫融合运动医学门诊副主任中
医师王金勇介绍说，足球运动需
极强体能支撑，但也伴随损伤风
险，特别对于缺乏专业训练的业
余足球爱好者来说更要注意，这
些健康风险主要有以下五大类
型：

一是激烈对抗中的突发伤：
比赛中冲刺、急停、铲抢易导致
下肢肌肉、韧带拉伤，甚至因髋、
膝协调失衡引发关节损伤。

二是专业技术动作可能导
致的隐患：脚外侧踢球易伤脚踝
韧带；脚内侧、前脚掌踢球时，小
腿骤然外展外旋可伤及膝韧带
及半月板。

三是不可避免的误伤碰撞：
身体失控或被对方鞋钉、膝盖击
中，可致肌肉挫伤、血肿乃至骨
折。“对脚”拼抢更易导致膝内外
侧副韧带或股四头肌损伤。

四是特殊位置的“职业伤”：
防守时身体（尤其面部、腹部、裆
部）被球击中致挫伤；守门员常
见手指脱位、骨折或韧带损伤。

五是积劳成疾的慢性损伤：
踝、膝、腰等关节反复承受高强
度扭转负荷，易引发“足球踝”、
髌骨劳损等劳损性疾病。

科学防护请记住这五步
对于足球爱好者来说，运动

前后及运动时都要做好科学防
护，王金勇介绍，以下五个步骤

最好都能做到。
第一，赛前“唤醒”身体。充

分的准备活动至关重要，它能升
高体温、降低肌肉黏滞性预防拉
伤，激活肌肉与心肺功能，润滑
关节减少僵硬，促进散热，提升
神经专注力与协调性，有效减少
运动健康风险发生。

第二，注意对薄弱环节的针
对性训练。循序渐进强化易伤
部位是关键。踝关节易扭伤者
可练平衡垫提升稳定性；膝关节
薄弱者可练“站桩”增强股四头
肌。切记力量训练需循序渐进、
规范动作、全面且有针对性。

第三，强化跌倒时自我防护
意识。跌倒瞬间牢记口诀：低头、
屈肘、团身、含胸，肩背顺势滚翻，
切忌用手硬撑。重心失衡时快速
向前/后跨步稳身；跳跃落地需屈
膝、前脚掌先着地以缓冲。

第四，运动后不忘做好拉伸
锻炼。这能帮助身体过渡至安
静状态，缓解肌肉紧张僵硬，促
进肌纤维恢复平整排列，加速乳
酸代谢减轻酸痛，保持肌肉弹性
与柔韧性，长远降低损伤风险。

第五，不要忽视场地隐患。
养成赛前检查场地安全的习惯，
排除不平整、异物等潜在风险点，
为安全运动筑好第一道防线。

当江苏各地的绿茵场持续
沸腾，对运动规律的尊重与科学
防护的实践，正是享受足球乐趣
与激情的坚实盾牌。踢得聪明、
踢得健康，才能让每一次奔跑与
拼抢，都成为健康活力的动人乐
章。

“苏超”火了，骨科专家提醒：

踢球必防五大伤病
“我妈妈的腿一开始只

是疼，后来发展到无法正常
行走、出门困难的地步。”徐
女士（化姓）回忆起母亲的
遭遇，仍然记忆犹新。之
前，她带着母亲在当地多家
医院就诊，都因为手术难度
大建议转院。徐女士经多
方打听，得知南医大二附院
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病区
主任王北岳曾成功主刀类
似病例，便主动联系，带着
母亲跨省求医。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宇

正值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全省掀起
全民足球热潮。然而，足球作为对抗性强、损伤高发的“世界
第一运动”，业余足球爱好者们如何在享受竞技激情的同时
有效保护自己？我们请健康运动专家为您整理的这份健康
踢球指南请您收好！

通讯员 杨璞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宇

专家提醒大家日常健身时要注意保护关节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