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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门诊时，我发现很多患者不太清楚内分泌科
到底是看什么病的。不少患者认为，‘头疼脑热’应该挂其
他科室的号就诊，有的时候却兜兜转转又转至内分泌科就
诊。也有一些人认为，内分泌科就只看糖尿病和甲状腺疾
病，其实不然。”张育仁表示，

内分泌科疾病比较复杂，病种多，有不少少见病、罕见
病、疑难病，更多的是慢性病。

一般说来，当机体出现以下症状时，应及时到内分泌代
谢科就诊：多尿、口干、多饮、体重下降、疲乏无力，提示可能
患有“糖尿病”；怕热、多汗、心悸、多食、消瘦、焦虑、失眠、大
便次数增多、突眼、颈粗，提示可能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简称“甲亢”）；甲状腺部位疼痛及触痛明显，同时伴有发
热、心悸、出汗，血沉异常增快（≥50mm/小时），提示亚急性甲
状腺炎（简称“亚甲炎”）；反复发作性足趾关节肿痛，同时伴
有血尿酸增高，提示可能存在“痛风”；生长发育障碍，身高每
年增长不足4cm的孩子，生长发育也较同龄人明显偏晚，但
智力正常，往往提示“垂体性侏儒症”……

哪些症状应该来这里 聊聊内分泌科的那些事儿

读者问：6月 6日，是第 9个“中
国房颤日”，我看到今年的主题是

“关注房颤，预防卒中”。什么是房
颤？房颤与脑中风又有什么关系
呢？能否帮忙科普下？

晋江市医院神经内科林智强
医生：房颤是心房颤动（或心房纤
颤）的简称，通俗地说，就是心跳不
规律，窦房结这个高级“司令官”无
法控制心房，导致心房不按套路出
牌，乱发指令，各部分心肌快速无
序颤抖，血液无法有效从心房排空
到心室而容易形成血栓。血栓如
果在某一天突然掉落，就会随着血
流到处乱跑，堵塞动脉血管。倘若
脱落的血栓沿颈部动脉跑到脑部，
就会阻塞脑血管，导致脑梗死（中
风），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抗凝
治疗可以防治心房内血栓的形成，
从而达到预防中风和其他血栓并
发症的发生。房颤发生时可出现
心慌、头晕、胸闷等不适，然而，并
不是所有的房颤患者在发作时都
有症状。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检
查有助于房颤的诊断。特别提醒：
关注房颤从筛查开始，重视早期诊
断，尽早治疗，规范抗凝，以预防卒
中发生。

有一种“心动”
预示脑卒中风险张育仁 晋江市医院副主任医师

擅长：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甲状腺疾病、痛风、肥胖症、
垂体、肾上腺疾病等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诊治。

“毕竟瘦，谐音‘寿’，让自己高寿，何乐而
不为?哈哈！就凭这一点，我相信很多老年人
朋友就会和我一样，巴不得想着瘦点才好呢。”
一位幽默的蔡大爷来信投稿打趣道。

“我曾在权威媒体平台上看到，中国疾控
中心慢病中心党总支书记李志新教授表示，老
年人体重应当维持在正常水平,不能过度减
重。他认为，老年人要比同身高年轻人稍微重
一些。并且，他还建议，可通过BMI (体质指
数)和体脂含量来衡量老年人的体重是否健
康。BMI即用体重(单位:公斤)除以身高(单位:
米)的平方。对青年人来说，BMI应在18~24之
间,老年人则在22~26之间。李志新建议,女性
的体脂含量应在 17%~27%之间,男性则应在
14%~23%之间。老年人可购买电子体脂秤来

自我测量。对此，我还是比较相信的。”一名退
休教师姚老师告诉记者。

“因为肥胖的问题，医生和家人都劝我要
减肥，才能减少一些没必要的疾病缠身。可我
吃吃喝喝习惯了，突然让我减肥，而且我也缺
乏科学的减肥方法。一开始，只能通过控制饮
食，少吃东西来减肥。谁知道，好好的身体反
而被我折腾得更加衰弱。医生说，我肉类吃太
少，蛋白质摄入不足，反而增加患骨关节炎、尿
失禁、跌倒的风险，还有可能影响呼吸和消化
功能。对此，我觉得，体型的控制不能矫枉过
正，也不能突然过度减肥，这非常伤害身体。
抛开美观的角度，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微胖的
身材，心宽体胖的人，相处不累。”晚晴公众号
粉丝李先生留言道。

晚晴话题

老年人越瘦越好？听听医生怎么说！

景区类型：山峰
地址：秦屿镇九七五县道太姥山
门票：115元
开放时间：08:00-17:00 （建议游玩 3 小

时）
出游方式：推荐跟团
五花八门的出游目的地，常常使人挑

花了眼，令人无所适从。关注本专栏，助你
获取出游推荐“锦囊”。本周《欢乐出游》，
为你推荐适合六月出游的好所在——太姥
山。银发族在此森林氧吧，可大口地“深呼
吸”，同时，避暑、亲水、休闲皆相宜。

“对于太姥山的最初印象，来源于一些
景点资料。后来我去了那里才知道，实在是
太美了！”旅游达人张女士告诉记者，她认
为，太姥山是一座有个性的山，峰险、石奇、
洞怪、云幻，是由火山爆发山崩地裂、长期
风化和水流冲刷构成，形成状如石堡、石柱、
石墙、石蛋的奇妙景观。“回忆起来，印象较
深刻的有观海栈道和葫芦洞。走在栈道上，
眼界开阔，一览众山小的惬意和豪情最让人
难忘。”

业界人士洪金木告诉记者，当地的小吃
同样别有风味，值得一试。“山中有畲族的黑
米饭和油炸芋头片等一些当地的小吃，价格
不贵，到此一游可尝试一下。”

六月避暑之旅推荐
去太姥山拥抱原始大自然

什么是内分泌疾病？“内分泌系统”与“神经

系统”一起并称为人体最重要的两大调节系统，

对人体的各脏器功能、生长发育、新陈代谢及机

体内环境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当

内分泌出现紊乱，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异常，临

床表现也是多种多样。在临床上，有许多大家

不熟悉的“疑难杂症”，都与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相关联。本周，本专栏邀请晋江市医院内分泌

科的有关专家张育仁医生为大家开课。

“下面，我想先介绍下我最近碰到的两个病
例。”张育仁医生说。有一位 70岁的庄老伯，近
10年来出现持续疲乏无力、食纳减少、嗜睡、思
维迟钝，且逐渐加重，已经到了不能出门的程
度。家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曾经四处求助
西医、中医，检查出来的结果都是血钠低，被告知
要多吃盐，但吃盐后症状并没有明显改善。病人
辗转找到张育仁医生，经过详细问诊，了解到其
在 30年前曾因鼻咽癌行放射治疗，同时发现其
存在血糖偏低，他当即联想到一种内分泌科疾
病——腺垂体功能减退症可能，经过进一步检
查相关激素，最后明确诊断为腺垂体功能减退
症。

“下丘脑、垂体就好比我们人体的司令部，它
可以分泌多种生理激素，调控相应的生理功能，
维持血压、血糖、电解质平衡，鼻咽癌放疗可能损
伤到垂体，造成垂体功能减退导致相关激素分泌
不足，影响正常生理功能。”张育仁医生解析说。

这个病人经过补充相关激素，症状很快改
善。2周后家属高兴地打来电话，告诉张育仁医
生，“几年来大门不出的庄老伯，第一次主动要求

上街买菜。”此后定期随访，患者情况稳定，无再
出现低血钠。

还有一位糖尿病患者杨阿姨，因为体检发现
血糖偏高找到张育仁医生，要求制定降糖方案。
但是张育仁医生发现该患者面部皮肤粗糙、唇舌
增厚、鼻大、声音低沉、手脚也较常人粗大，考虑
有可能存在另一种内分泌科疾病——肢端肥大
症。

“该病系垂体肿瘤导致生长激素持续过度分
泌，在青春期前表现为巨人症，在青春期后，骨骺
闭合者表现为肢端肥大症，并可影响血糖、血压，
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张育仁医生解析说。

该病人经过进一步查相关激素和垂体MRI，
最后确诊为垂体生长激素瘤所致肢端肥大症，经
过手术治疗后，病情恢复较好，血糖也基本正常。

“通过这两个病例，我想说明，内分泌科医生
需要有一双慧眼，做生活的有心人，才能从一些
蛛丝马迹中寻找背后的真相。此外，也提醒广大
市民朋友，内分泌科不仅可看糖尿病，甲亢、垂
体、肾上腺疾病、肥胖、痛风也是内分泌科的诊疗
范围。”张育仁医生说。

内分泌疾病诊疗范围广

临床出现哪些症状
要看内分泌科？

名 医 简 介

欢乐出游
“千金难买老来瘦。”相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它作为一句耳

熟能详的话，助长了不少老年人根深蒂固的信念：我要减肥！我要变瘦！只有瘦

了才是健康的！……然而，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瘦是不是就代表健康？

瘦的标准是什么？瘦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的？一起来了解下大家对于“老年

人是否越瘦越好”的看法吧！

想要健康，单单从胖瘦分
析，是不够的，还要从多方面考
究。对此，记者采访了晋江市
医院康复医学科郑振发主治医
师。他介绍，从中医来分析，脾
主运化，若脾阳健旺，则痰浊水
饮不滞，人就不会肥胖。反之，
若脾虚，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
过胖，一是过瘦。

我们都知道：十个胖人九个
虚。虚在哪里呢？“虚在脾或
肾。就脾而言，因为脾阳不足，
气化功能下降，导致饮食代谢出
来的精微不能及时输布于五脏

六腑和四肢百骸，而是过多地积
滞于皮下，导致肥胖。可以说，
胖人多是虚证，要补阳，而不能
用泻法。越泻越虚，越虚越胖。
可以说，过瘦的人与过胖的人一
样，都属于脾虚。不过，胖人多
偏于脾阳虚，而瘦人多偏于脾气
虚或脾阴虚。由此来说，肥胖与
过瘦都是病理状态，都是脾虚而
运化功能下降。那么，老年人胖
点好还是瘦点好呢？简单来说，
老年人不能过胖，胖则多属脾阳
虚；也不能过瘦，瘦则多属脾气
虚或脾阴虚。”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可不是奉承的
话，老年人的健康，家人都很关心，然而，关于
老年人的体型问题，不少人的意见却不太一
致。

有人说，正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很多瘦
一点的老人看上去都非常硬朗，不但腿脚灵
活，还不会给膝关节造成过重的负担。而糖尿
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疾病，基本都和肥胖密
切相关，瘦一点的人相对而言比较不容易有这

些方面的烦恼。
又有人说，上了年纪的人胖一点，容易面

色红润，看上去就很有“福相”，说明精神好、营
养充足、有精神，并且相应的抵抗力好，有什么
小毛病都能扛得住。如果太瘦，看上去就弱不
禁风，更别说扛病了，可能走几步都会没力
气。何来的健康之谈呢？

由此可见，瘦一点或胖一点的建议，似乎
都有道理。

胖瘦两难 老年人到底胖好还是瘦好？

读 者 留 言 板
医 生 解 析

过瘦过胖都属于脾虚

健 康 问 答

本版由本报记者 吴清华采写

乱用减肥方法把身体折腾“坏”了

健康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