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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肾结石、输尿管结石
……但你听说过下颌也会长结石
么？近日，福建的王先生（化名）捂
着肿胀的下巴痛苦地走进诊室求
助：“医生，我刚吃完饭，下巴又肿
了！”而罪魁祸首竟然是下颌长结
石……王先生这段时间得了一种

“怪病”——只要一吃饭，下巴就
肿，而且一碰就疼痛难耐，美食于
他，俨然成了一种“酷刑”。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口腔颌面外科，接诊的邹耿森
主治医师检查发现，王先生的下
颌下腺导管里竟藏着一颗“石
头”——下颌下腺导管结石。

这种疾病经常被误认为是
“上火”或“牙疼”，从而让患者反
复饱受折磨。

在完善检查、排除手术禁忌
后，邹耿森成功为王先生实施了

“涎腺内窥镜辅助下颌下腺导管
结石微创取出术”，手术无额外
切口，不仅最大限度保留了下颌
下腺功能，而且显著缩短了术后
恢复周期。

什么是导管结石？
每个人口腔内都有一套精密

的“水利系统”，下颌下腺就是
“水源工厂”之一，它位于双侧颌
下区（脖子上方），负责分泌唾
液。而导管则是“输水管道”，若
钙、磷等矿物质在导管内沉积结
晶，便形成了“暗礁”，即导管结
石。80%的下颌下腺堵塞都是由

于导管结石引发的。
形成导管结石是因为先天原

因，下颌下腺导管长达 5cm，且
呈“逆流而上”走向，唾液流动较
慢，导管开口较大，本身易滞留
沉积物形成结石。男性导管结石
发病率是女性的2倍。

此外，脱水、高钙饮食（如奶
茶、坚果）、口腔卫生差等，都容
易形成结石。由于疼痛都是在下
颌区域，很多患者会误以为这是
牙痛，有的甚至盲目拔牙，导致
病情雪上加霜。

“防石手册”
●多喝水：每 日 喝 2000ml

水，稀释唾液浓度，尤其晨起喝
一杯水效果更好。

●少碰“结石套餐”：奶茶、坚
果等钙、磷含量高的食物少吃，
巧克力、菠菜等也要限量。

●酸性食物助攻：柠檬片、话
梅等可刺激唾液流动，是天然的

“管道清洁剂”。
●按摩：同侧大拇指置于颌

下肿胀区域，以手指力量向上方
用力揉压腺体，持续2～3分钟。

●冲洗：使用冲牙器冲洗下
颌下腺导管开口，防止细菌“搭
窝筑巢”。

下颌下腺导管结石像口腔里
的“不定时炸弹”，让人食不知
味。享受美食时，若下颌突然

“充气”，要记住及时就医诊治。
据福建卫生报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朱诺 记
者 张宇）近几年，苹果醋在减肥圈
很流行，成为很多减肥人士的“新
宠”，甚至连一些明星也称“苹果
醋”是自己减肥的必备品之一。那
么，苹果醋减肥法真的有效吗？南
京市第二医院营养科医师王霞表
示，苹果醋理论上可能会促进新陈
代谢、抑制食欲，但实际上，苹果醋
中的有效成分含量有限，单纯依靠
它很难实现热量消耗。

有些人吃精制碳水大餐时配
合醋，有一些降低餐后血糖上升
的效果，但效果也是因人而异，
且依赖总热量的控制。然而，有
些人喝了醋还有开胃效果，能吃
更多，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苹果
醋本身还加了不少糖，这些都不
利于减肥。经常喝还可能面临
这些风险！如果大量饮用苹果
醋，可能还会面临以下问题：

损伤牙釉质:牙釉质对牙齿
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我们的牙齿
经常处于酸性环境中，会导致牙
釉质表面产生酸蚀损伤，牙齿脱
矿。越酸对牙釉质的损伤越严
重，醋中含有的醋酸，具有较强的
酸性，如果经常直接喝醋，就会严
重损伤牙釉质，牙齿耐磨性下降，
增加牙齿敏感、龋齿的风险。

胃部不适:直接喝醋会对食
道和胃产生一定的刺激，可能会
损伤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大量喝
醋还可能导致呕吐、胃疼，甚至
引起急性胃炎；如果本身就是胃
病患者，大量喝醋则会加重胃病
症状，甚至导致胃溃疡。

血钾降低:据报道，苹果醋会
导致或加重低钾水平。这对于
服用可降低钾的药物（比如用于
治疗高血压的常见利尿剂）的人

来说尤其重要。
影响某些药物作用:苹果醋可

能与一些常见的药物和补充剂相
互作用，导致药物或补充剂无法发
挥正常效果。比如地高辛、糖尿病
药物、利尿剂、改变心输出量的草
药等。总之，靠喝苹果醋减肥这
事，目前还有一些争议，先别急着
尝试大量饮用！苹果醋并没有直
接燃烧脂肪的作用，也不能替代健
康的饮食和运动。

王霞表示，如果就是想要试
试，也得掌握好方法，别空腹直接
喝，选原浆苹果醋多加水稀释后用
吸管来喝，这样能避免接触牙齿
（最好从低剂量开始逐渐尝试），拿
苹果醋做凉拌菜、苹果醋拌面条、
苹果醋蘸饺子等也是不错的选择。

“减肥的核心在于‘创造热量
缺口’，吃得少、消耗得多，能量
就不会聚集在身体内。”王霞介
绍，在总体保证食物均衡的基础
上，可以适当减少主食。在减重
期间如果摄入蔬果的量减少，可
以额外补充一些营养素，特别是
维生素B1的摄入，可以提升三大
产能营养素的代谢。

5岁娃一包零食进了ICU
记者从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

儿童医院（顺德区妇幼保健院）了
解到，日前，该院收治了一名特殊
的转院儿童小雨，该名儿童因食用
了蚕豆，并且患有少见的蚕豆病，
引发溶血危象。

据该院介绍称，当时，小雨被
转入该院的儿童重症医学科时，一
纸“极重度贫血”的诊断书，让小雨
妈妈瞬间崩溃。该院主治医师“揪
出”了罪魁祸首——因蚕豆病引发
的溶血危象。

当时，小雨皮肤重度黄染，活
脱脱一个“小黄人”，其小脸苍白无
血色，曾经明亮的双眼仿佛蒙上金
箔，失去神采；此外，排出的尿液如
同酱油。更危险的是，小雨还同时
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发热，
整个人萎靡不振。

幸运的是，经过医生抢救，小
雨最终转危为安。

蚕豆病溶血危象是啥？
蚕豆病，学名“红细胞葡萄糖-

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症”，是
一种 X 染色体不完全显性遗传
病。在正常情况下，G6PD酶是红
细胞的“超级保镖”，能抵抗氧化剂
的攻击，保护红细胞稳定。然而，
蚕豆病患者，天生缺少这位“保
镖”。在吃了蚕豆后，蚕豆中的多
巴、多巴胺等氧化性物质，如同凶
残的“敌军”，对毫无保护的脆弱红
细胞发起疯狂进攻，导致红细胞大
量破裂（溶血），血红蛋白“尸横遍
野”，引发急性溶血性黄疸和贫血。

这些人最易被“盯上”
那么哪些人会被这一恶疾“盯

上”？10岁以下儿童，尤其男娃需
要注意。因遗传特性决定，男性只
有一条X染色体，携带致病基因必
发病；女性需两条都有致病基因才
会发病，故男性风险高得多。此

外，有家族史者也要注意，因该疾病
约40%患者有家族史，若家里若有人
得过蚕豆病，其他成员（尤其男孩）是

“高危人群”，必须高度警惕。
另外，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人群患病
率较高。个别地区可达20%（全国
的发病率约为4%~5%）。

“易感人群”一定要筑起预防溶
血危象的“铜墙铁壁”。其中，绝对禁
食“死亡豆”，把“禁食蚕豆及一切蚕
豆制品”刻进DNA，例如新鲜蚕豆、
干蚕豆；豆瓣酱、兰花豆、怪味豆等。
值得提醒的是，哺乳期妈妈吃了蚕
豆，乳汁也可能害了宝宝。

值得一提的是，用药就医必“自
曝”病史。一些如对乙酰氨基酚（常
见退烧药）、磺胺类、呋喃唑酮、某些
抗疟药、甚至大剂量维生素C等氧化
性药物，都可能触发溶血。看病时务
必第一时间、大声清晰地告诉医生：

“我有蚕豆病（G6PD缺乏）！”这是救
命的关键信息。

一周瘦十斤，只因他在
肠道“动了手脚”

32 岁的韩先生饱受肥胖困扰
多年，尝试过节食、运动和药物，但
体重始终在 107 公斤（BMI 33kg/
m2）左右徘徊。经多方咨询，他来
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
就诊。中西医协同体重与体貌管
理门诊团队经全面评估，为其制定
了内镜微创减重治疗方案。6 月
初，在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
慧的组织下，副主任中医师武科选
为韩先生进行了胃转流支架置入
术，术后第二天即可正常活动，术
后3天出院，一周便已减了5公斤，

从此韩先生的减重之路进入快车
道，也开启了健康蜕变之路。

胃转流支架——肠道
版“智能分流器”

胃转流支架置入术就像在肠道
里装了个“智能分流器”，通过内镜
将特殊材料制成的支架和生物膜
管置入消化道。

未装胃转流支架前，吃下去的
食物会从胃进入肠道，装了胃转流
支架后，食物会从胃进入生物膜
管，原本肠道里的胆汁、胰液等消
化液被生物膜管隔离在外，两者仅
在空肠中段混合，这种“分流”机制
大大缩短了有效消化吸收的“肠
段”，减少糖、脂肪等营养物质的吸
收。支架还可刺激肠道分泌GLP-
1等激素，抑制食欲并改善胰岛素
抵抗，从而达到减重和调节代谢的
双重效果。

哪些人适合做？
1.体重指数（BMI）≥27.5kg/m2。
2.BMI 25.0～27.5 kg/m2，经

改变生活方式和内科治疗难以控
制体重，且腰围≥90 cm（男性）或≥
85 cm（女性）。

3.BMI 25.0～27.5kg/m2，经改
变生活方式和内科治疗难以控制体

重，合并至少一项肥胖相关疾病。
4. 建议内镜减重手术年龄为

18周岁以上。
禁忌人群：严重心肺疾病、消

化性溃疡，食管或胃底静脉曲张、
消化道畸形、凝血功能障碍、暴食
等患者不宜使用。

为啥选它？这些优势
真的很难拒绝

1.微创可逆：无须开刀，全程仅
需10～15分钟，3个月后支架可轻
松取出，恢复原消化道结构。

2. 体重下降：临床研究数据显
示 ，80% 的 患 者 3 个 月 内 减 重
10%～25%。60%患者在取出支架
6个月后仍可持续减重。

3.代谢改善：除减重外，可显著
降低血糖、血脂，改善脂肪肝和胰
岛素抵抗，部分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HbA1c）可下降，一举多得。

4.低并发症风险：术后24小时
即可恢复正常活动。

武科选表示，如果长期受肥胖
问题困扰，胃转流支架置入术可以
为你解决困扰。

胃转流支架置入术需要在专业
医生评估后实施，术后需配合医生
进行饮食调整。支架取出后仍需
坚持健康管理，防止反弹。

肠道建个“立交桥”，一周减重10斤
总有那么一群人，光靠

自觉无论如何体重也不下
来，甚至因体重超标逐步
影响健康，这时候就得靠
专家给上点“科技”了。

通讯员 殷舒月 罗鑫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宇

吃了一包零食，5岁娃进了ICU

近日，5岁的小雨（化名）
在吃了一包坚果后竟被卷入
一场生死危机。父母没留意
到，孩子食用的坚果里混有蚕
豆，小雨还误食了约200g，短
短几天可怕的变化发生了：突
变“小黄人”、面无血色，同时
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
发热……

随即，该院启动多学科会
诊，联手打响“生命保卫战”，
儿童重症医学科医护团队立
刻展开紧急救援。经过医护
的抢救，这个勇敢的小生命最
终转危为安。

据广州日报

一吃饭下巴就肿，真相令人吃惊

喝苹果醋不减肥，更不能“贪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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