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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林宝珍
通讯员 陈钰涛 许陈玉）
昨日记者获悉，福建省立医
院金山院区新大楼于日前
启用后，这两天迎来了多个

优势学科群进驻。
1月18日、19日，胸部医

学中心、泌尿肾病医学中心、
骨科与运动医学中心相继入
驻该院金山院区，为患者就

医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
据介绍，省立医院打破

原有的学科壁垒，打造优势
学科和重点扶持学科为主
体、相关学科共同参与的“1+

N”学科群模式。其中，胸部医
学中心以胸部器官为重点，整
合了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胸外科两大优势学科；泌
尿肾病医学中心以泌尿系统

为中心，囊括泌尿外科、肾内
科、血液净化科3个学科；骨
科与运动医学中心则由脊柱
外科、关节外科、创伤外科、运
动医学科、小儿骨科、手外科、

骨内科等7个学科整合而成。
据悉，省立医院三大医

学中心成立后，实现提质扩
容，每个医学中心两院区的
床位总数均超350张。

三大医学中心 入驻省立金山院区

突如其来的胸痛、胸闷以及气促，把泉州45岁的林女士吓坏了，最终的检查结果揪出了
罪魁祸首——病毒性心肌炎！令她吃惊的是，这次病发竟是10天前的一次小感冒引起的。

泉州心血管内科医生提醒，心肌炎在冬春季发病较多，各年龄段均可发病，以青壮年多
见，急性感染、过度劳累等容易诱发。

感冒后胸痛胸闷 一查竟是心肌炎
医生提醒，心肌炎在冬春季发病较多，以青壮年多见

记者了解到，心肌
炎在冬春季发病较多，
各年龄段均可发病，以
青壮年多见，急性感染、
过度劳累等容易诱发。

“但并不是说感冒就
一定会引发心肌炎。当
身体状况不佳时，心脏负
荷本身就比较大，此时我
们的身体需要多休息。
若过度劳累或强行运动，
有可能引发心衰、心律失
常，甚至导致猝死。”王耀

国主任医师提醒，冬季注
意防寒保暖，适当锻炼，
如果感冒了，多休息、多
喝水，避免过度劳累，必
要时服用抗病毒药物。

“如果在出现上呼吸
道感染、腹泻等病毒感染
症状后，3周内出现一系
列心脏异常表现，如乏
力、心悸、胸闷、气短、胸
痛甚至昏厥等症状，应警
惕心肌炎可能，尽快就
医。”王主任强调。

据了解，心肌炎就是心
肌发生炎症性疾病，感染、
物理和化学等多种因素都
可引起心肌炎。其中，病毒
性心肌炎最为常见。许多
病毒都可能引起病毒性心
肌炎等。

王 耀 国 主 任 医 师 介
绍，心肌炎病人中有一部

分是病毒性心肌炎，部分
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在发病
前 1~3 周有病毒感染史，
初期会出现发热、全身倦
怠、肌肉酸痛，或恶心、呕
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由于这些症状很多不会直
接关联到心脏不适，具有
一 定 隐 蔽 性 ，容 易 被 忽

视。大约 1~3 周后会出现
心脏受损症状，主要表现
为心悸、胸闷、乏力等，少
数严重的心肌炎患者可能
会 导 致 严 重 恶 性 心 律 失
常、心力衰竭、心源性休
克甚至死亡。

据介绍，心肌炎的症状
轻重不一，主要取决于病变

的广泛程度和严重程度。
大多数病情较轻或者无症
状，大部分预后良好；也有
部分患者病情可长期迁延
而成为慢性或持续性心肌
炎或心肌病。需要警惕的
是，暴发性心肌炎发生突然
且进展迅速，病死率高达
80%。

上周五，突发胸痛胸闷
的林女士，在家人的陪伴
下，赶往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急诊科。

接诊的急诊科医生为
林女士检查后，综合临床
症状与检查结果，考虑为

急性心肌梗死。林女士被
收住院治疗，然而进一步
造影检查却发现，其血管
正 常 ，排 除 心 肌 梗 死 可
能。

那么，林女士到底得了
什么病？询问病史时，心血

管内科主任医师王耀国了
解到，大约 10天前，林女士
感冒发热，吃药后好转，之
后她继续忙于工作，并未多
加休息。

“结合患者发病前的感
冒病史与检查结果，考虑

为感冒引发的病毒性心肌
炎。”王耀国主任医师介
绍，好在就诊及时，患者并
未出现休克、严重心律失常
等严重病情，经过心血管内
科团队的细心治疗，目前恢
复良好。

N海都记者
刘薇

好在就诊及时 未出现休克、严重心律失常

多种病毒可引起 初期症状易被忽视

避免过度劳累
必要时服用抗病毒药物

“胡歌同款泡饭”火了
医生提醒：这样吃饭会伤胃

胃是人体消化系统中
的一个重要器官，具有储
存食物、消化食物、分泌胃
酸和消化酶的作用，陈兰
介绍，剧中的“宝总泡饭”
确实容易消化，但“容易消
化”不等于“对胃好”。

“日常生活中，人们在
吃汤泡饭时往往是‘喝
饭’，如果进食时不能充分
咀嚼，就会对胃肠道功能
较差的人群造成极大负
担，甚至刺激胃肠黏膜，引
起胃胀胃痛等不适。”陈兰
解释，汤泡饭中的汤可能
会中和一部分胃酸，减弱

胃酸的消化功能，因此，消
化功能不好的人不建议经
常食用汤泡饭。此外，由
于汤泡饭不需要像米饭一
样咀嚼，长此以往可能影
响咀嚼功能，导致日后咀
嚼干硬食物的功能减弱或
退化，甚至影响面部肌肉
的发育和功能。

陈兰表示，汤泡饭和
粥不同，粥经过长时间熬
煮后，米粒吸水膨胀变得
黏稠，米粒与水相融在一
起，进食时即使口腔不进
行充分的咀嚼，胃也很容
易消化。但经过热水或汤

冲泡后的泡饭，米和水不
如粥一样充分混合，如果
未经充分咀嚼就吞入胃
中，反而加重胃的负担。
此外，用隔夜饭和隔夜菜
冲泡而成的泡饭，口感和
营养价值也不如新鲜米
饭，隔夜食物还可能滋生
一定的病菌，可见喝粥比
吃泡饭更健康营养一些。

陈兰同时提醒，汤泡饭
中的碳水化合物较多，食用
后在人体内可以转化为糖
分和能量，导致体内血糖水
平升高，因此不建议血糖高
的人群经常食用。

近日，电视剧《繁花》走红，带火了胡歌同款的“宝总泡饭”，将隔
夜冷饭加水烧开，或用开水泡一下即食，这种吃法引得不少网友晒
帖效仿。那么吃汤泡饭究竟是养胃还是伤胃？1月19日，记者采访
了武汉市第六医院消化二科主任陈兰。

那么如何避免伤胃，
正确养胃？她建议，第
一，生活中应注重饮食卫
生，如坚持饭前便后洗
手、生熟菜肴分开烹制、
冷藏过的隔夜菜要充分
加热后再吃、发生霉变的
食物不要吃。第二，要注
意清淡饮食，高盐饮食不
仅对心血管不好，对胃也
有很大的影响。想养胃，
就尽量少吃咸菜和其他
高盐的加工食品，多吃新
鲜蔬菜和水果。第三，戒

烟限酒，胃黏膜对烟雾和
酒精非常敏感，抽烟饮酒
会刺激胃黏膜，破坏胃的
保护层，使得胃黏膜更容
易受到胃酸侵蚀。第四，
细嚼慢咽，嘴里的食物
没嚼烂就咽下，会加重
胃的负担。吃饭吃得太
快，就会吞入过多气体，
从而产生胃胀等不适。
在吃饭时，可以有意识
地提醒自己多嚼几下再
咽，慢慢地就能养成习
惯。第五，应保持情绪

稳定，胃是情绪器官，当
人体处于紧张、焦虑、兴
奋等情绪波动时，会影
响 神 经 和 内 分 泌 的 调
节，最终影响胃肠功能，
导致胃肠道功能紊乱、肠
道不适的症状。

陈兰指出，有一些市
民对胃痛胃胀等状况不重
视，不上医院或乱吃药，等
到拖成急病大病，方觉后
悔，如有胃部不适应及时
就诊，同时应在专业医生
指导下用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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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消化”不等于“对胃好”

正确养胃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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