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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心血管病死亡居我国城乡居
民的死亡原因首位，平均每 5 例死亡中
约有 2 例死于心血管病。面对这一“头
号杀手”，如何让心血管少受伤？近日，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医院的多位专家给出答案。

每5例死亡中约2例死于心血管病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今年 7 月发布的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0》 推
算认为，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约为
3.3亿人。目前，心血管病死亡仍占城乡
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疾病带来的经
济和社会负担日渐加重。

在今年 9 月举办的中国心脏大会
2021暨第六届中国血管大会上，国家心
血管病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院长胡盛寿院士表示，“十三五”期
间，我国心血管病防治能力显著提升。

胡盛寿介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体外循环分会发布的中国心脏外科手
术量统计等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心脏
外科手术量已突破 25 万例/年；冠脉搭
桥患者住院死亡率从2013年的0.9%降至
2018年的0.6%。

“根据相关数据和测算，近二十年
来，我国高血压知晓率、服药率、控制
率稳步提升，从1991年到2015年，高血
压控制率由 3.0%提高到 16.8%，遏制了
脑血管病的快速增长趋势。”胡盛寿表
示，然而受人口老龄化、不良生活方式
等影响，预计未来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
仍将持续增长，负担将持续加重。
心血管疾病防治 三类人群值得关注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国家心血管病
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发布的
多个心血管病领域的科研成果对疾病防
治具有参考意义，值得关注。

——“低危人群”不能掉以轻心，
我国超半数心梗患者发病时并非高危人
群。一般认为，发生心梗的人，往往此
前危险评分为高危。然而，阜外医院近
期发表的中国急性心梗注册研究分析认
为，我国超半数急性心梗患者发病时为
10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评分的
低、中危人群，而55岁以下的急性心梗
患者也有将近半数（47%）为低危人群。

——青少年高血压需引起警惕。多
项研究发现，高血压不再是老年人的专

利，我国青年及青少年的高血压发病率不
断上升。近日，阜外医院的一项多中心研
究发现，根据 2018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南的标准，基于三次非同日血压测量，12
至 17 岁青少年的高血压标化患病率为
8.8%。研究发现，父母的高血压病史是青
少年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研究
者分析这一部分可归于遗传因素，不健康
饮食等环境因素也有一定作用。

——适合老年人的血压控制目标值
需进一步探讨。阜外医院教授蔡军、张
伟丽近期牵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的研究认为，中国老年高血压患者
将收缩压 （即“高压”）控制在 130 毫米
汞柱之内能切实提供临床获益且相对安
全，这一数值低于目前普遍接受的目标
值。研究发现，将高压控制在 130 毫米
汞柱之内可进一步降低急性冠脉综合
征、中风等的发生风险，这意味着适合
老年人的血压控制目标值需进一步探讨。

预防关口前移 让“伤心”少一些
胡盛寿认为，心血管病的防控仍应

以预防为主，以基层为重点，努力实现
将心血管病防治的主战场由医院转向社

区，增强基层的“守门员”能力，提升
每个人的健康责任意识。

专家建议，在预防急性心梗等方
面，尤其对于年轻人群，即使心血管危
险因素较少，也应重点关注、密切随
访，积极干预青年肥胖、吸烟及饮酒情
况。此外，急性心梗年轻患者中有早发
冠心病家族史的比例也较高，应考虑将
这一因素纳入风险评估体系。

青少年肥胖是导致高血压发病率上
升的重要因素。专家建议，肥胖可通过
多种机制引起高血压，包括胰岛素抵抗
和瘦素分泌，瘦素还会激活交感神经系
统，引起血压升高，在肥胖诱导的青少
年高血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减肥
是控制青少年血压水平的重要干预措施。

合理控制“三高”是心血管健康的
重要基石，尤其对于高血压患者等人
群，定期监测血压非常必要。电子血压
计因其便利性在家庭中日渐普及，但相
比水银血压计往往准确度稍差。专家表
示，学术研究发现在使用电子血压计测
量血压时，连续测量 3 次并取平均值，
能有效提高结果的准确度。

面对“头号杀手”，如何才能不“伤心”
新华社记者 林苗苗

我国是幽门螺杆菌高感染国家，有
数据显示成人感染率约为 50%。记者近
日采访发现，号称能抑制甚至杀灭幽门
螺杆菌的“抗幽牙膏”正悄悄走红网
络。“抗幽牙膏”真的有效吗？

消费者吐槽被收“智商税”
山西太原市民张楠楠在一次单位体

检中被查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不久她
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款声称“可有效
减少幽门螺杆菌”的牙膏。好奇之下，
她便买了两支回来使用，结果两个多月
后复查，她的幽门螺杆菌数值不仅没
降，反而升高了。“感觉交了‘智商税’。”
张楠楠吐槽道。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抗幽牙
膏”在网上销售火爆。在某大型购物网
站输入“幽门螺杆菌牙膏”“抗幽牙膏”
等关键词，会跳出五花八门的“抗幽牙
膏”产品，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

记者注意到，这些产品大多宣称可
抑制、预防甚至杀灭幽门螺杆菌，一些
产品还打出了“对幽门螺杆菌有效灭杀
99.85%”“根源灭幽门”“全家适用，无
效可退”等宣传字眼。不少买家也对牙
膏的功效寄予厚望：“刚查出感染，买了
这个希望有用，别传染给孩子。”

这样的“网红牙膏”在线下也十分
畅销。一位牙膏企业的业务员告诉记
者：“类似的抑菌牙膏已经卖了好几年，
现在供货规模单月可以达到1000万支以
上，最近刚有一家大型连锁药房进行了
批量订购，订购量在10万支以上。”

然而，对这样的牙膏能否真“抗
幽”，受访专家表示质疑。中华医学会消
化学会委员、山西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主
任王俊平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定植在
胃里，治疗重点也是杀灭胃内细菌，通
常是使用包括两种抗生素在内的四联药
物，需连续服药 14天，才有可能根除，
仅靠刷牙来治疗幽门螺杆菌是不可行的。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消化内科副
主任廖娟解释说，幽门螺杆菌也有可能
会定植在口腔的唾液和牙菌斑里，临床

上在根除幽门螺杆菌之前也会推荐患者
先洁牙，但即便牙膏可以对口腔的幽门
螺杆菌起到抑制作用，它对胃里的幽门
螺杆菌也没有作用，治疗幽门螺杆菌仍
然需要吃药。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理
事长相健强表示，目前协会所属会员单
位没有生产销售此类产品，协会认为，
口腔当中的幽门螺杆菌与胃肠道中的幽
门螺杆菌是否存在关联，目前尚无科学
证据，刷牙即便对口腔当中的幽门螺杆
菌也并不能完全清除。协会一直关注所
谓“抗幽牙膏”的虚假、夸大宣传对行
业的负面影响，还曾发出行业自律声
明，要求会员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进行功效宣称和广告宣传。

想着法儿避监管
——打监管“擦边球”。记者调查发

现，网售的很多“抗幽牙膏”都标示
“械字号”“医用级”。记者从药监部门了

解到，根据今年新实施的《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牙膏应参照普通化妆品的规
定进行管理，即按“妆字号”备案，而
按照医疗器械来备案的“械字号”产品
就不能说是牙膏，即不存在所谓的“械
字号牙膏”。

有业内人士指出，厂家既想让产品
好卖而标示牙膏，又想让消费者感觉产
品很专业而突出“械字号”，此外，用

“械字号”还能规避广告法中关于“除医
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
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
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
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
意在打监管“擦边球”。

——夸大功效假宣传。广东省化妆
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暨南大学生命科
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刘忠说，“有的牙膏虽
然只说是抗菌牙膏，但是在页面上介绍
了幽门螺杆菌的危害，对消费者的实际

购买产生误导、联想，也是新广告法所
不允许的。”

——制造“幽门焦虑”。记者发现，
为了售卖“抗幽牙膏”产品，不少商家
卖力宣传幽门螺杆菌的危害，称其是

“一人感染，全家遭殃”“胃癌元凶”
等。一些医师也表示，临床上部分患者
受牙膏广告诱导，对幽门螺杆菌有不必
要的焦虑情绪。

廖娟表示，这样宣传一方面容易误
导消费者，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人们对
幽门螺杆菌的恐慌。“幽门螺杆菌虽然感
染率很高，但是大约只有1%的人可能发
展成胃癌，而且只要适当注意就能避免
家庭内的传播，因此不必过度恐慌。”此
外，公众恐慌还可能带来抗生素乱用及
滥用，从而导致耐药，造成治疗困难。

还需强化监管加大科普力度
针对“抗幽牙膏”忽悠消费者、规

避监管等乱象，受访专家认为，还需进
一步加强行业监管，规范广告行为，同
时加大科普力度，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

记者了解到，过去对牙膏行业的监
管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导致出现种种乱
象，而近些年监管趋于严格，《化妆品监
督管理条例》《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接连出炉，对牙膏的功效评
价、功效宣称用语以及相关处罚等都做
出规定。业内人士建议相关措施应尽快
落地，并督促各地落实执行。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院副院长、教授王四新表示，针对“抗
幽牙膏”这样涉及人数多、有一定危害
性的网红产品，相关部门和电商企业应
当形成联动机制，协同治理，加强对相
关广告的监测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理违
法违规宣传，避免误导和欺骗消费者。

此外，相健强等多位专家和业内人
士指出，“抗幽牙膏”之所以有市场，很
大原因是消费者对幽门螺杆菌的认识不
足，要加大对幽门螺杆菌相关知识的科
普宣传，提醒消费者理性就医，科学消
费，避免盲从盲信。

买支牙膏就能杀幽门螺杆菌？
新华社记者 马晓媛 李紫薇 许雄

“十一”长假归来，医院
门诊感冒、咳嗽的孩子逐渐
多了起来。很多家长问：“都
说‘春捂秋冻’，秋天冻一冻
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吗？怎么
小孩还没冻一天就感冒咳嗽
了？”

其实，“秋冻”是要通过
“冻”来增加孩子对冷环境的
适应能力，从而增强孩子体
质，但不意味着到天气转凉
仍旧一直给孩子穿着短袖、
裙子。殊不知小儿体温调节
能力尚不成熟，在天气忽冷
忽热时比成人更易染病。所
以还有句俗话说：“处暑十八
盆，白露勿露身。”“秋冻”
也不应盲目，而需循序渐
进，科学进行。

1. 进行冷适应。从入秋
开始，父母就要逐渐培养孩
子耐“冻”。饮食均衡，不盲
目“贴秋膘”，多户外活动，
多接触户外空气和阳光，给
孩子增添“秋冻”底气。

2. 要 把 握 “ 渐 进 ” 和
“适度”两个原则。锻炼应循
序渐进，不宜进行高强度、
过长时间活动，也不宜活动

到大汗淋漓，以孩子能耐
受、微微出汗，然后逐渐增
加活动量。

3. 注意适时增添衣物。
孩子穿衣应注意腹部、足部
保暖，不要穿得过于厚实严
密。但对于平素体质欠佳、
反复感冒或穿衣比较多的孩
子，先不要严格要求衣服与
其他孩子厚薄相同，应根据
孩子体质、运动量及天气变
化及时增添衣物，让孩子有
一个逐渐适应过程。

4.“秋冻”一定要因人
而异。平素出汗多、反复感
冒肺气虚弱的孩子，或面色
发黄、消瘦、食欲不振脾胃
虚寒的孩子，尤其应注意

“冻”的程度。如果肺脾虚弱
症状明显，建议先进行中医
调理。而且，还有一些慢性
病，如抽动症、哮喘、过敏
性鼻炎、腺样体肥大等，常
因感冒而导致病情反复或加
重，家长应尤其注意孩子避
免感冒。所以，增强孩子体
质不是简单“受冻”，更重要
是坚持锻炼、合理饮食及适
当穿着。 (吴力群)

孩子该如何科学“秋冻”？

面色苍白、头晕眼花、
唇甲色淡，出现这些贫血症
状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吃
一些补血的药物，如阿胶、
当归等。但是，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
医师朱欣佚指出，这些具有
补血功效的中药未必能帮你
搞定贫血，因为补血的同时
还必须补气。

气与血互相转化。中医
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
之母”，气血同根同源，可互
相转化。气能生血、行血，
血可以由气转化而来，并在
气的推动下乖乖地呆在血管
中，源源不断地正常运行，
为身体提供充足的养分和动
力。同时，气是无形的，需
以有形之血为载体，存在于
血液中，得到血液的滋养，
气旺而生血。

补血药大多难吸收。中
医常用当归、白芍药、阿
胶、地黄、何首乌等药材来
补血，但这些补血药质地黏
腻，单纯服用并不能很好地
被人体消化吸收，尤其是脾
胃功能不好的人，如老人、
肠胃不适的人，服用后不仅
吸收困难，不能让珍贵的药
材物尽其用，还容易给消化
系统带来负担，出现腹胀、
大便稀溏等不适症状。

健脾补气可纠正贫血。
朱欣佚介绍，贫血患者要想
正确补足体内血液还需从健
脾补气入手。产后大出血产
妇、外伤出血患者、术中出
血量多的患者，在现代，可

以通过输血将血容量快速补
上来，但在古代或没有输血
条件的地方，可能就要用到
大剂量的补气药物。“有形之
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
急固”。也就是说，人在出血
的同时气亦随血而脱，单用
补血药物会面临吸收难题，
而补气可促进血液凝固，控
制出血，帮助稳定病情，古
时抢救休克患者就常用人参
大补元气。还有一类慢性出
血患者，如月经量多、月经
淋漓不尽、慢性肾病有血尿
的患者等，可用补气药物止
住慢性出血，继而加以补血
药物调理以纠正贫血。

中医补气的经典方剂为
四君子汤：人参(后人以党参
代替人参，更适合日常服
用)、白术、茯苓、甘草，此
方健脾益气，能增强身体运
化之力;中医补血养血经典方
剂为四物汤：当归、地黄、
芍药、川芎，有补血活血的
功效。四君子汤还可和四物
汤合用为八珍汤，达到补气
和血的双重功效。

另外常用的还有十全大
补丸，其实就是八珍汤中的
八味药加上补气的黄芪和温
阳的肉桂，既能气血双补，
又能兼顾改善气血亏虚导致
的虚寒症状，再生障碍性贫
血患者和肿瘤患者有时会以
此药来滋补身体。专家建议
贫血患者先去医院就诊，根
据诊断结果在医师指导下辨
证合理用药。

（钱钰玲）

贫血者必须要补气

新学期开学以来，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紧贴学生和家长需
求，积极落实“双减”政策，并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学生学习
和成长需要，统筹推进课后服务，开展作业辅导、自主阅读、
社团活动等多种课后服务项目，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图为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达二小学学生在练习书法。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国庆长假期间，众多游客来到
位于月亮山深处的贵州省榕江县计
划乡加宜苗寨，体验精品民宿，亲
近自然。图为游客在榕江县计划乡
加宜村一家民宿游泳。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贵州榕江贵州榕江：：

特色民宿助力乡村游特色民宿助力乡村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