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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擦伤，或是磕破了点皮，哪
怕只是一道微小的伤口，都有可能让
这一个“小众”群体血流不止，甚至致
残或危及生命。

之所以这么脆弱，缘于他们患有
一种名叫血友病的先天性遗传疾病，
会终生伴有凝血功能障碍。2024年
4月17日是第36个“世界血友病日”，
海南血液病医疗专家介绍，目前海南
血友病患者200人以上，随着当前诊
治水平不断提升，患者只要做好日常
预防并配合治疗，基本也能像正常人
一样生活与工作。

怎么治？
及时补充凝血因子

“90后”小伙子阿强（化名）是海
南一名中重度血友病患者，由于担心
碰撞受伤流血，早在青少年读书时，
就几乎不敢参加体育运动。如今，他
已走上工作岗位，但每天上下班、回
家乘坐电梯时，一看到电梯轿厢人有
点多，就下意识地担心在挤撞间容易
被电梯门夹住，索性再多等下一轮。

他的担忧，并无道理。海南省人
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谷云介
绍，几年前，一名男性患者在海口乘
坐电梯时被感应门意外夹碰到脑袋，
虽说在夹碰瞬间那门就自动弹开了，
但事后该患者仍觉得头疼难受，经送

医诊治发现，碰撞处的颅脑部位已存
有淤血。好在经该院血液内科医疗
团队及时为其补充凝血因子，并结合
外科手术抢救治疗，患者数天后转危
为安顺利出院。

据了解，血友病属于一种X染色
体连锁的隐性遗传性出血性疾病，出
生时即可发病，是由于体内凝血因子
Ⅷ（FⅧ）基因或凝血因子Ⅸ（FⅨ）基
因缺陷，导致FⅧ或FⅨ缺乏，患者会
终身伴有凝血功能障碍，皮肤、关节、
肌肉、黏膜、内脏等较为容易出现反
复自发性出血，如未能及时处置，具
有较高的致残与致死率。

“患者几乎都是男性。”王谷云分
析说，由于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即
使遗传血友病基因，也往往只是携带
者，她们的发病率极低，但是男性有
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因此

遗传血友病基因时非常容易发病，且
该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不止是出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南有诊治
记录的血友病患者为200人以上，这
一群体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各方一直
关注与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海南各
大医疗机构也已陆续建立了相应完
善的诊治机制。

“主要采用替代治疗方法，通俗
来说，就是缺啥补啥，按需为患者注
射血浆以便补充凝血因子，一般都可
以较快地止血。”王谷云介绍。

如何防？
提前“补血”，加强婚育筛查

“在早年缺医少药的年代，血友
病患者显得十分脆弱，就像一个‘玻
璃人’，经不起任何的小磕碰。”国内

医疗专家分析说，由于每个凝血因子
的基因是一个复杂的序列，即使是同
一血友病类型的患者，凝血因子的活
性水平也不同，因此，血友病可分为
轻型、中间型、重型。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
内科副主任医师胡敏介绍，在血友病
患者中，除外伤易出血外，关节出血
较为常见，其中，当数膝关节和肘关
节身体负重部位最常出现，由于血液
淤积到关节腔后，患者常常不能正
常站立行走，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基
本恢复功能。从临床实际来看，也
不乏患者因关节反复出血导致滑膜
炎和关节炎，造成关节畸形，逐渐出
现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

“暂没有口服药物可以有效地预
防或减缓病情。”胡敏建议，患者无论
居家还是外出办公时，都要尽可能地
保护好自己，避免外伤，平时避免使
用影响血小板集聚的药物等。在预
防治疗方面，重型患者或者有过严重
出血的患者可根据个人情况，每隔一
段时间注射一定剂量的凝血因子，让
体内的凝血因子活性保持在一个相
对安全的水平，较好地预防出血，避
免出血带来的相关组织损伤，降低致
残率、致死率。

据悉，今年“世界血友病日”的主
题是“认识出血性疾病，积极预防和
治疗”，在这一方面，近年来，海南各
市县依托婚前孕前保健机构以及各
级妇幼保健机构，针对新婚、备孕、孕
妇等目标人群，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降低该疾病的致残率。

“总觉得年纪大了，春季要多吃
点温补的，这阵子在家里时常炖点
肉骨汤，以为这样能多补钙、暖胃。”
近日，年过六旬的海口患者李老伯
感觉已“消停”一阵子的左足第一跖
趾关节和踝关节痛风的老毛病又发
作了。

闲暇之时，李老伯刷手机短视频
时看到，好几个平台的主播都在卖力
推介好几款降尿酸产品，内容大多为

“这是保健品，身体吸收快，能让痛风
不复发”“无毒副作用、可替代服药功
效”等，难免让李老伯有点心动。好
在他没有立马下单，而是到医院复诊
时询问了医生。

医生表示，即使是用很好的药
物规范治疗，都不一定能把大块儿
的痛风石溶掉。用食品溶掉日积月
累的痛风石，达到不做手术的目的
是不太现实的。血尿酸为什么升
高，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还没有完
全解决，单纯用这些食品完全替代
药物是不行的。

“饮食不当、内源性嘌呤产生过
多、尿酸排泄障碍等因素，都会引起
高尿酸血症，约1/3的患者可进展为
痛风。”海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
主任医师林璐介绍，尿酸是人体嘌呤
分解代谢的终产物，主要由细胞代谢
分解的核酸与其他嘌呤类化合物，以
及食物中的嘌呤经酶的作用分解而
产生。基于体液中尿酸盐溶解的饱
和 浓 度 ，目 前 将 血 尿 酸 水 平 ＞
420umol/L（7mg/dl）定义为高尿酸
血症。她分析说，海南当地居民偏爱
食用动物内脏、肉骨以及贝壳类的海
鲜等，这些食物均富含嘌呤，过多食
用容易引起体内尿酸水平升高，进而
发展为痛风。

重获新生！
重型地贫患儿顺利出舱
医生呼吁：尽早根治，防范风险

本报讯（记者侯赛 实习生邱文龙 通讯员张
文婷）4月11日，一位重型地中海贫血（简称重型
地贫）伴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低、心脏重度铁沉
积的14岁大龄患儿小花（化名），在海口市人民医
院经半相合干细胞移植后顺利出舱。小花的顺
利出舱，标志着我省重型地贫患者不用出岛就可
以享受国内先进的诊疗技术。

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血液科病房，14岁的小
花精神状态不错，在接受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手术后已脱离输血，脸上也露出久违明朗的笑
容。

小花于今年3月15日入住百级无菌层流病
房开始行预处理化疗。3月25日，医生采集小花
哥哥的外周血干细胞并回输给小花。回输后第
12天，小花血小板移植植活，第13天粒细胞植
活，脱离输血，目前未发生严重毒副作用。4月11
日小花顺利出舱，走出移植成功的第一步。

据了解，小花出生后不久就确诊了重型地
贫，过去14年来，一直靠定期输血生活，但长期输
血又引起铁过载，导致糖尿病、甲状腺功能降低、
心脏重度铁沉积和心脏射血分数降低等多项并
发症。目前，医疗界唯一公认的根治方法就是造
血干细胞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首选全相合移植
术，但是并非每一位患者都能找到全相合的供
者。在我省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未成熟
之前，小花就是因为找不到全相合的供者，导致
病情不断加重。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目前我省半相合造血
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地贫技术已经成熟，为广大
地贫患者提供重生的希望。

作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附属医院，2023
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付斌教授带领下，海口
市医院血液科团队成功开展外周血干细胞半相
合移植治疗重型地贫技术。小花所接受的外周
血干细胞半相合移植技术摆脱了传统治疗方式
配型难，供者抽取骨髓痛苦大，治疗费用高等三
大难题。

据了解，我省目前还剩约400例重型地中海
贫血患者。海口市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杨
晓阳呼吁，上医治未病，重型地贫要以预防为主，
加强产前筛查。一旦重型地贫患儿出生要尽早
根治，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节省医保支出，避免
医疗挤兑和“血荒”，降低治疗风险，以防日后发
生严重并发症导致后续治疗难度加大。

据介绍，海口市人民医院是我省较早开展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医疗机构之一，去年一年已完成
近30例重型地贫半相合移植术，其中有26名患
者已脱离输血成功出院。

孩子运动脚疼？
小心是扁平足！
医生：12岁以后，干预效果不佳

■ 本报记者 陈子仪

进入4月，全国各地的体育中考如火如荼
地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各大医院了解到，近期
有一些备战体育中考的学生因脚痛的问题前来
就诊。而大部分孩子的脚痛主要是扁平足导致，
但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这让很多家长懊悔不
已。

什么是扁平足？扁平足有哪些典型症状？
扁平足又该如何治疗？带着这些问题，近日，记
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
南医院骨科主治医师于涛。

于涛介绍，足弓是由跗骨、跖骨的拱形砌合,
以及足底的韧带、肌腱等具有弹性和收缩力的组
织共同构成的一个凸向上方的弓，起着缓冲震
荡、保护足底神经血管、支撑身体的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足弓，孩子运动以后会感到非常疲劳
甚至是疼痛。”于涛表示，扁平足通常是对脚部足
弓扁平、足弓塌陷的一个描述，当出现疼痛不适
等症状时，称之为平足症。

据了解，有些扁平足的孩子不能跑步、跳远、
跳绳，直接影响到体育中考的成绩。另一方面，
很多大学专业，如考古、摄影、舞蹈等，也限制扁
平足的学生报考。

如果想了解孩子是否存在足部问题，可以采
用“足部水印自测法”。具体方法为湿脚沾水，将
足印印在纸上或者布片上进行观察。正常的足
部水印是足部中间过半无水印，若是水印沾满了
整个足面，则可能是扁平足。

“如果家长到中考前才发现孩子扁平足，事
实上已经错过最佳干预时期。在孩子6到8岁的
年龄段发现，可以通过肌肉牵拉、足弓干预进行
治疗，就有可能会避免10岁以后出现疼痛症状。”
于涛强调，一旦孩子在12岁以后出现这种疼痛的
症状，干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

但也并非所有足弓的缺失都需要治疗。临床
实践中，大部分扁平足成年人是没有任何不适症
状的，只是偶然的检查中被发现没有足弓而已，并
未影响其日常生活，甚至日常参与普通的体育运
动例如打篮球、踢足球等也没有问题。当然，也有
少部分没有足弓的人群会产生不适症状，可以在
医生指导下进行功能锻炼、改变活动及生活方式，
或可选择通过足弓垫等支具缓解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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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冯琼

近期，天气渐
热，不少市民开启
冰镇啤酒解暑模
式，与之伴随的是
医院门诊中痛风
急性发作患者明
显增多。痛风发
作让人疼痛难以
忍受，其与高尿酸
血症直接相关。
而在如今火热的
短视频平台上，不
时可见主播及商
家力推“根治痛
风”“降尿酸”的神
药。

今年 4 月 20
日是“世界高尿酸
血症日”，医学专
家指出，近年来高
尿酸血症和痛风
患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这与饮
酒、高嘌呤食物摄
入过量，以及长期
久坐等生活方式
相关。医生们也
提醒广大患者，要
遵医嘱按时服药，
努力将血尿酸水
平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即可明显减
少痛风发作频率。

新医线

很多医生建议，患者对海鲜及动物
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忌口”，但并不意味
着高尿酸患者不能食用肉类食品。

国内医学专家支招说，患者在食
用肉类食品时，提倡采用蒸、煮等清
淡营养的烹饪方式，尽量不喝“高
汤”。而熏制、腌制、油炸的肉类，其
嘌呤、盐分含量高，高尿酸血症与痛
风人群不宜食用。除此，患者要注意
饮用充足的水分促进尿酸排泄，每天
建议2000ml～3000ml。

“只要是合法合格的产品，作为功
能性保健品，患者可以适量食用，但用
保健食品替代正规药物服用的做法不
可取。”林璐建议，患者要限制酒精及
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控制体重、规律运
动，再通过降尿酸药物治疗，将血尿酸
水平长期控制在目标范围内，从而避
免或减少痛风发作频率。据悉，林璐
自2023年8月担任海南省人民医院白
沙分院副院长以来，积极组织省县医
疗专家到基层开展义诊宣教活动，发
现部分基层患者经正规治疗尿酸数值
控制达标后，会自行停用降尿酸药物，
导致痛风症状复发。慢性病有一定的
可逆性，患者应建立高尿酸血症与痛
风需长期乃至终身治疗的概念。

时下又迎来海南水果旺季，林璐
介绍，通常来说，高尿酸血症患者对
水果没有禁忌，由于大多水果富含膳
食纤维以及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
物质等，可以适当吃苹果、芒果、梨、
柑橘、猕猴桃、蓝莓等，但要提醒的
是，最好“吃鲜果”，不宜鲜榨，因为在
榨汁过程中会丢失一些不溶于水的
膳食纤维、钾、钙等营养物质。

人体内尿酸水平居高不下，可不
止引发痛风这么简单。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一种慢性、全
身性疾病，它会悄然地损害人体多个重
要器官，可导致尿酸性肾病、尿路结石、
慢性肾功能不全、关节骨破坏等。

当前降尿酸药物主要分为促进尿
酸排泄类药物（如苯溴马隆、丙磺舒）
与抑制尿酸生成类药物（别嘌醇、非布
司他等），降尿酸药物的选择需个体
化。单药足量、足疗程治疗，血尿酸水
平仍未能达标的患者，可考虑联合应
用两种不同作用机制的降尿酸药物。

很多患者之所以更青睐于保健
品、食品，原因在于心存疑虑：长期服
药固然可以缓解病情，但是否会产生
依赖性，是否会引起肝肾等脏器功能
损害？

林璐指出，首先群众普遍印象中
的药物依赖性，和临床上所说的药物
成瘾不是一回事，医学上定义的“药物
成瘾”是一种精神和行为障碍疾病，是
指对某种物质的使用有主观强烈的渴
求感，行为难以控制，即使已经有不良
反应出现依旧难以控制而继续使用。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降尿酸药物是不具
有成瘾性的。其次长期的高尿酸血症
和痛风反复发作，尿酸盐会沉积在泌
尿系统，导致肾脏功能损害，而控制血
尿酸水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预防上述
并发症的发生。在降尿酸治疗的药物
选择和疗程上，医生会遵循相应的临
床诊疗规范，定期让患者复查，确保安
全用药，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与我们身边常见的“三高”慢性病
（高血脂、高血糖与高血压）类似，高尿
酸血症和痛风的治疗重在管理，维持血
尿酸水平长期达标是首要原则。既然
需要长期管理，当今短视频平台所推销
的宣称可以“治愈、断根”的降尿酸食
品、保健品是否可靠，答案自然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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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高尿
酸及痛风趋势白皮
书》数据显示,目前中
国高尿酸血症总体
患病率为 13.3% ,患

病人数约为 1.77 亿,
痛风总体发病率为

1.1% ,患病人数约为

1466万。

高尿酸血症已
成为继“高血压、高
血糖、高血脂”后的
第四高,跻身于常见
病、多发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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