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介入放射科主任章旭，
已从事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工作17年，曾先后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复旦大学中山医院、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等多家医院进修学
习，擅长外周血管疾病腔内治疗、危急重症介
入治疗及肝癌综合介入治疗，尤其在下肢静脉
曲张、深静脉血栓、外周动脉狭窄闭塞性疾病
的介入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守护生命健康防线
2023年下半年，市三三一医院急诊接诊了

一名腹痛患者，经 CT检查其腹主动脉瘤破裂
大出血，没过多久，患者血压就稳不住了，甚至
一度低至40/20mmHg，开始意识模糊，随时可
能心脏骤停。

医院立即组织多学科紧急会诊，会诊一致
认为，马上开展急诊介入手术，或许才能把病
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争取到一线希望。家属围
着章旭，有期盼的请求，有质疑的目光，也有转
院的想法。他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想着患
者和家属的痛苦，经过反复考虑，章旭选择带
着医院外周介入团队给患者实施了急诊介入
手术。手术很顺利，等到第二天早上查房时，患

者慢慢苏醒了过来，且生命体征稳定。
“做人要有责任担当，做一名医生党员要有

信念，只有用理想信念驱散私心杂念，去守护好
患者生命健康的防线。”事后，章旭如是感慨。

以精湛的业务技能
勇攀医学高峰
创新是推动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章

旭不断学习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勇于
探索新的医疗模式和治疗方法。

自 2017年起，他积极推广介入新技术，对
医院原有的传统介入治疗项目如肿瘤的介入
治疗、出血介入治疗等进行方法改进；同时带
领医院外周介入团队开展了腹主动脉瘤、主动
脉夹层、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闭塞、深静脉
血栓等 30余项新技术新项目，均取得显著效
果，获得了周边病友群体的良好反馈。

以强烈的合作精神
力促多学科攻坚克难
2022年，一个三十多岁的晚期肝癌患者来

医院就诊，患者的弟弟就是因为肝癌去世，她还
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中完全恢复，自己也面临着死
神的审判。医院肝肿瘤 MDT（Multidisciplinary

Team）团队，包括肿瘤、介入、外科、影像、病理
组织多学科讨论，制定了治疗方案，首先通过
全身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压制肿瘤进展，章旭
团队通过一次介入局部治疗就使十几公分的
肿瘤缺血坏死缩小，达到外科根治性切除的标
准，最后外科开刀将肿瘤完整切除。

目前，患者已进入临床缓解期。章旭将这
个病例进行了总结汇报，在全国介入医师病例
大赛中，获得评委一致好评，经过三轮比拼，从
全国众多“大三甲、大中心”医院的病例中脱颖
而出，获得了全国总冠军。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团队合作是成
功的关键，只有优秀的团队，才能激发强大的
智慧和力量。”章旭感言。 （通讯员/杨何阳）

一颗仁心为患者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介入放射科章旭

82岁老人突然昏迷
原来是脑内“炸弹”惹的祸

▲手术正紧张有序进行。通讯员 供图

两个月前，82 岁的肖奶奶突然感到头
痛，以为是流感并未重视。一周后，老人的突
发头痛明显加剧，并伴有恶心呕吐、全身抽
搐、昏迷的症状，被120紧急送到株洲市人民
医院。经过辅助检查后，确诊为颅内动脉瘤
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

当时，患者病情极其危重，要救命，唯一
的办法就是手术。考虑到患者有高血压、冠
心病等基础疾病，神经内科介入组负责人李
实及神经内科介入团队充分进行术前讨论，
并与麻醉科、导管室沟通，制定了一套切实
可行的手术方案。

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李实、辅助医生杨
新在麻醉科医师和导管室护理团队的协助

下，全力以赴抢救老人生命。经过三个小时的
努力，手术成功，肖奶奶脱离了危险，被送入
重症监护病房接受进一步的观察与护理。

术后恢复一段时间后，肖奶奶神志清

楚，四肢活动自如，可缓慢自行行走，不禁对
照顾她的医护竖起大拇指。

据悉，颅内动脉瘤是颅内血管壁的异常
膨出，被称为脑子里的“不定时炸弹”。一旦
动脉瘤破裂，将会导致脑出血，其中最常见
的类型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最典型的表现是
突发异常剧烈头痛，有些患者常将该头痛描
述为“一生中经历的最严重的头痛”。此类患
者死亡率高，有部分患者甚至未送入医院就
已经丧失了生命体征。

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提醒，不要忽
视不明原因的头痛。一旦发生剧烈的头痛，
应立即到医院进行检查，明确原因，尽早排
除隐患。 （通讯员/楚水莲）

▲章旭（右一）在手术中。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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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马拉松即将开跑
如何做好心理调适

2024 年 株 洲
马拉松将于 5 月 4
日上午鸣枪开跑，
据 了 解 ，共 有 1.5
万名国内外跑友
报名参加。马拉松
作为一项极具挑
战性的长跑项目，
我们要如何做好
心理调适呢？来听
听株洲市三医院
临床心理科医生
的建议。

赛前做好充分准备
1.赛前要做好心理准备，马拉松是一项强

度大、时间长的极限运动，顺利完赛就是成功。
2.科学训练，提高耐力和体能水平，让身

体逐步适应长时间、大强度的运动。赛前 7到
8 天就要逐渐减少训练量，做好体能储备。比
赛前一天可以完全休息，不要让肌肉感受到
有压力。

3.赛前避免熬夜，保证良好的睡眠。身体
在睡眠的过程中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在熟睡阶
段和深层睡眠阶段身体会释放使肌肉放松的
激素，并能加速损伤的修复。赛前2周，至少每
晚要保证 7至 9小时的充足睡眠，这不仅能帮
助我们调适心理状态，还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

更好的恢复、达到更好的竞技状态。
4.合理膳食，科学补充营养。普通跑者，建

议在赛前3天至4天，通过少量多次的方式，连
续摄入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米面、淀粉和
薯类食物，比赛前一日，开始通过补液盐或盐
丸补盐，不仅能防止抽搐，还可以防止因水分
丢失造成的心率过速。

5.准备合适装备。穿舒服的跑鞋，但是不
要穿新的，至少在比赛前磨合几次。准备轻便
的速干衣服，吸汗透气。准备比较专业的跑步
袜，避免磨水泡。准备运动手表，以便随时记录
心率、配速和距离。还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准备
轻便的帽子、运动眼镜、跑步腰包、凡士林等。

心理素质的调整
1.保持冷静和专注，坚定信念
马拉松比赛对参赛者心理素质要求极

高，跑者积极调整心态，不被外界干扰，稳定
情绪，保持冷静和专注，适应疲劳和挫折，坚
定信念。

2.挑战自我，尝试打破自己的极限
完成一个马拉松需要足够的体能和毅力，

在比赛中，当我们感到疲劳，尝试打破自己的
极限，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和毅力，培养坚韧
不拔的精神，才能完成比赛。

3.量力而行，安全完赛
比赛中，如出现身体不适等状况，应立即

停止，寻求帮助。照顾好自己，安全回家，才是

比赛的终点。
4.互助互爱，学会合作
在马拉松比赛中，“兔子”（配速员）、志愿

者、医师等，都是跑友的“亲友团”，可以充分感
受陌生人的鼓励和温暖，学会互助合作。

5.感受运动的快乐，传递正能量
市三医院临床心理科医生表示，每一次马

拉松，都会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忘的一次经
历，去体验，去感受，享受过程，在锻炼身体、收
获健康的同时，跑出激情与快乐。最后，祝有参
赛的运动员，以健康的心态，跑出属于自己的
节奏，成为自己的冠军，安全完赛。

（通讯员/范庆伟）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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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辟谣

谣言一：

多吃碱性食物瘦得快
解读：并非如此。

碱性食物中含有较多的钾、钠、钙、镁。常见的碱性食物包括
蔬菜、水果、粗杂粮、坚果和牛奶。虽然这些食物大部分都有利于
减肥，但并不等于多吃就能变瘦。此类食物吃多了，热量摄入超
过了消耗，也会变胖。比如粗杂粮本质是富含淀粉的谷物，葵花
籽、杏仁等富含大量的油脂，牛奶中过量蛋白摄入也会转化成脂
肪，水果的糖分多，吃多了也会长肉。

想要减肥，可以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碱性食物的
比例，同时也要注意控制摄入食物的总热量。

谣言二：

痛风不能吃芦笋
解读：并非如此。

芦笋属于中高嘌呤食物，应该少吃，不过也并非完全不能
吃。近年来的多项临床研究表明，吃富含嘌呤的蔬菜并不会增加
血尿酸水平及痛风的发生率。在评价一种食物是否适合痛风患
者时，仅考虑嘌呤含量是不够的。

其实，大部分蔬菜的嘌呤含量都处于“中低”和“低”的类别
中。而且，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抗氧
化物质，正常食用对痛风人群还有好处。

（来源于“科普中国”网站）

都是同龄人，但有些人好像被岁
月眷顾，看上去年轻，而有些人看上
去则沧桑不已，很显老。这究竟是为
什么？

皮肤衰老的原因可以分为内源
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内源性因素
又称为细胞老化，这是随着时间推
移不可逆的过程，而外源因素有很
多种，经过梳理，我们总结出导致皮
肤衰老的内因 3 大“杀手”和外因 3
大“杀手”。

皮肤衰老内因“3大杀手”

皮肤衰老的内因有“3 大杀手”，
分别是：“两化”（氧化、糖化）、“两高”

（高糖、高油）和熬夜。
1.“两化”
氧化：主要诱因是外界污染、紫

外线照射、空气污染、吸烟等，皮肤被
氧化的重要特征就是脸色变黄、失去
弹力、暗沉无光、产生皱纹、产生黑色
素、肌肤衰老等问题。

糖化：主要原因是人体摄入糖分
过多，多余的糖分无法被人体消耗，
血液里的游离糖与真皮层胶原蛋白
发生糖化反应，导致皮肤糖化、发黄、
变暗、弹性下降。

糖基化过程具有不可逆性，蛋白
质变性后，会转化成“晚期糖基化终
末产物”，这种物质会加速皮肤衰老，
这也是现在各类护肤品都在抗糖的
原因。

2.“两高”
高糖、高油的饮食习惯，会让人

体多余的能量转化为脂肪，也会导
致人体内囤积大量“晚期糖基化终
末产物”。

3.熬夜
熬夜是导致皮肤氧化和糖化的

主要原因之一。皮肤细胞在晚上睡觉
时再生，若睡眠不足，皮肤细胞再生
放缓，会导致皮肤变得干涩、松弛、缺

水、粗糙、产生色斑等。

皮肤衰老外因“3大杀手”

皮肤衰老的外因“3 大杀手”主
要是紫外线、保湿不足、护肤不当。相
比内因，外因在皮肤衰老中占据更主
要的位置。

1.紫外线
皮肤老化仅有 20%源于自然老

化，剩下的 80%源于光老化，几乎所
有的皮肤问题都与光老化有关。长波
紫外线（UVA）能透过表皮层，直达
真皮层，使皮肤产生活性氧自由基。
而且它能穿透大部分的透明玻璃和
塑料，造成皮肤晒黑、老化。紫外线对
皮肤伤害并不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
每接受一次没有防护的日光照射，都
会使我们的皮肤离衰老更进一步。

2.保湿不足
一切皮肤问题追溯到根源，都

可能是由不起眼的皮肤缺水问题导
致的。角质层是我们皮肤的第一道
防线，它紧紧守护着皮肤内的水分，
并防止外界微生物入侵。我们对皮
肤进行保湿护理，实际上是在护理
我们的角质层。角质层作为一个“士
兵”，需要足够的“水分”作为营养补
给，这样它才能起到“保卫皮肤”的
功能。

3.护肤不当
很多人对自己的肤质肤况一知

半解，判断不出自己的实际皮肤状
况，也不了解护肤的底层逻辑，于是
很可能选择了并不适合自己的产
品，错误的认知与使用方法，更容易
导致毛孔堵塞 、皮肤干燥 、色素沉
积，甚至使皮肤松弛下垂，这也是产
生皮肤问题的诱因之一。

了解了这些导致皮肤衰老的原
因，人们就要健康生活，科学抗衰，这
样你也能被岁月眷顾。

（来源于《精准护肤》）

很快，大约一万亿只周

期蝉将同时出现在美国的伊

利诺伊州。它们长着黑色的

身体、红色的大眼睛和橙色

的翅膀，将齐声发出刺耳的

尖叫。

吵闹的“数学家”

全世界共有超过 3400 种

蝉，其中大部分种类会在每

年夏季出现，因此被称为“一

年蝉”。然而，有 9种蝉非常特

殊，它们会以 4、8、13 或 17 年

为生命周期间隔出现，被称为“周期蝉”。

根据周期蝉出现的年份，昆虫学家查尔

斯·莱 斯 特·马 拉 特 在 1907 年 用 1（I）到 30

（XXX）的罗马数字，将这些蝉命名成了不同

“窝”（brood）。每一窝周期蝉都可能由单一或

不同物种组成，仅仅是因时间上同步而被划分

为一类。

不过，30窝只是北美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周

期蝉窝数。实际上，科学家并非在所有年份都

观察到了相应的 17 年蝉或 13 年蝉。而且，某些

窝的周期蝉已经灭绝。

由于 13年蝉和 17年蝉并非年年出现，因此

就会出现某些年份只有一窝周期蝉，某些年份

没有周期蝉，某些年份出现两窝周期蝉的现象。

蝉实在是一种过于喧嚣的生物，声音可能超

过90分贝。不过，好在它们的寿命很短，通常只有

几周时间。因此，只需忍耐一个多月，居民们就会

感到周围喧嚣的蝉鸣渐渐变弱，取而代之的是满

地的周期蝉尸体。

“数学家”的一生

周期蝉的若虫生活在地下。在黑暗的环境

中，它们用口器吸食树根中的鲜美汁液，从一

只小蚂蚁的大小长到几厘米。每隔 13 或 17 年

的春天，当气温渐渐回升，土壤中的温度达到

十七八度时，它们便会开始向地面进发。因此，

不同地区周期蝉出现的时间不尽相同。

通常，在气温较高的地区，周期蝉会较早

出现，周期蝉一般 4月下旬出现；而在较为凉爽

的地区，它们则出现得较晚，可能要到 6月才会

出现。

破土而出的周期蝉若虫会爬上一棵附近

的植被，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开始蜕皮，然后

进入成虫阶段。它们会花一周左右的时间，等

待自己的外骨骼变硬，从白色变为黑色。这时，

它们便为寻找伴侣做好了准备。

随后 ，雄性周期蝉聚集在高高的 、阳光

照射的树枝上，发出响亮的叫声，这里是它

们的“相亲角”。雄性周期蝉并非独自求偶，

而是作为一个合唱团向雌性发出邀请。它们

会在附近飞来飞去，同时相互交替“歌唱”，

等待雌性发出的回应：她们以特定的频率快

速振动翅膀，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雄性周

期蝉目睹这一切，也听到雌性“爱的呼唤”，

叫得更欢了。它慢慢靠近心仪的雌性，与之

一 起“ 情 歌 对 唱 ”。它 们 唱 啊 ，唱 啊 ，直 到 完

成交配。

交配后的雌性会在树枝上产卵，一只雌蝉

最多可产下 600 枚卵。6周至 10 周后，这些卵又

会孵化出新的若虫。此时，它们的父母早已死

去，它们只能靠自己生存。于是若虫纷纷从树

枝上落下，潜入土壤深处，像它们的父母一样，

等待下一个 13年或 17年后的破土而出。

被扰乱的“数学家”

为何周期蝉要采用如此奇怪的繁殖方式，

它们又是如何精确控制破土而出的时间呢？

为了在黑暗的环境中记录时间，周期蝉也

有特殊的技巧：它们能根据树木的生长周期判

断时间的流逝。每年春季，当树木开始发芽和

开花时，其木质部的氨基酸含量会短暂地增

加。因此，当周期蝉若虫在地下吸食树根汁液

时发现了这种变化，它们就会意识到，新的一

年开始了。等到它们数到 13 次或 17 次，就会起

身开始新的生命旅程。

不过，气候变暖影响周期蝉的周期，因为

它们对温度十分敏感。有人认为，大自然中之

所以能演化出 13 年蝉，就是源于一场“气候冲

击”。相比于 17 年蝉，13 年蝉的形成要晚得多，

因此部分科学家认为 13 年蝉的祖先可能就是

17 年蝉。另一些研究也表明，降水模式的改变

可能影响蝉破土而出的时间。

此外，人类对土地的利用也可能改变它

们的生命周期。因为周期蝉的栖息地是落叶

林，这种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如果一块栖息地不足 0.5 平方千米，它们可能

就无法维系健康的种群。人类活动使得栖息

地破碎化，可能会改变当地周期蝉的生活节

奏，甚至让它们灭绝。

（来源于“环球科学”微信公众号）

为什么有人显老
有人显年轻？

钟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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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来了，就要蝉鸣了——

你了解这种喧嚣的生物吗？
黄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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