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肺功能康复训练软件

适用范围：用于辅助临床医生指导患者进行肺功
能康复训练。

② 运动康复视频软件

适用范围：为肿瘤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量化运动处
方，规范肿瘤患者运动诊疗康复路径。

③ 血糖数据处理软件

适用范围：适用于临床诊断为 2 型糖尿病的患
者，用于对患者血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辅助医务人
员对患者出具血糖监测方案，不包含自动诊断功能，
仅供经过授权和培训的糖尿病管理专业人员使用。

④ 结肠内窥镜图像处理软件

适用范围：适用于对接收到的电子结肠内窥镜视
频流信号进行实时监测与处理。

⑤ 运动康复训练软件

适用范围：用于辅助临床医生指导患者进行心肺
功能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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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0岁的海口市民陈女士，平时活动
量稍微大点就气短，爬上几层楼梯更是会剧
烈气喘。因觉得“不是大病”，陈女士不愿去
医院，倒是偶尔会跟着短视频平台上的呼吸
操视频自主锻炼。

尽管锻炼有成效，陈女士的女儿方青冉
却不无担心。

“每次多长时间？多大强度？多少频
次？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停止或者调整？”在她
看来，患有慢性病的母亲在未经科学评估与
指导的情况下进行锻炼，难免存在安全隐患。

能否请个“健康管家”进行贴身指导？如
此“幻想”，如今正成为现实——

打开运动康复软件里的视频教程，佩戴
心率监测、血氧监测等设备后，心肺疾病患者
即可随时随地开启运动康复训练，运动中的

生理数据会被实时监测，一旦超出安全范围，
系统便会报警并自动停止训练……

这是觅康集团旗下海南一申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今年获批上市的一款数字运动处方产
品，融合了5G、AI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集患
者运动风险评估、处方制定与执行、跟踪管
理、风险预警、效果评估和改进计划等功能于
一体。医生开具运动处方后，患者即可使用
一体机系统终端进行运动康复锻炼。

“运动康复是预防和治疗慢性病的‘良
方’，但传统运动康复治疗模式存在患者依从
性相对较差等特点。”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刘超
凡认为，数字运动处方产品将运动处方变得
可量化、可执行、可追踪，可有效推动基层医
疗机构低成本、高效率、大规模开展慢病患者
运动康复治疗。

如何甩掉“富贵包”？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留意过身边那些颈部
似乎挂着一个“小背包”的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
体型较为丰满，这个独特的“颈后隆起”被人们称
为“富贵包”。然而，“富贵包”并不仅仅是体态富
态的象征，它还隐藏着身体健康的秘密。海口市
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陈后煌，将带领我们探
索“富贵包”的真相，以及如何科学地判断和应对
它的存在。

长时间低头易导致“富贵包”
“富贵包”，简单来说，就是颈后部异常突出的包

块，通常伴随着头部前伸、颈部前倾以及驼背等体
态。它并非全由脂肪堆积造成，更多时候，是由于长
时间的不良姿势，如低头玩手机、电脑，或是伏案工
作，导致颈胸结合处的肌肉紧张、痉挛和增厚。在中
医理论中，这个包块对应着大椎穴，是人体经络的重
要交会点，大椎穴的不通畅可能影响气血上行于头
部，从而成为颈椎健康问题的预警信号。如果不及
时纠正，还可能引发颈椎胸椎损伤，出现一系列症
状，如胸闷、心慌、视力模糊、头晕、肩颈酸痛等。

如何判断与应对“富贵包”？
判断自己有没有“富贵包”可以采用以下几种

方法：
触感检查：在放松状态下，用手指轻轻触摸颈

后部，检查是否有明显的隆起。
靠墙站立测试：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背部、臀部、

小腿紧贴墙面站立。如果头枕部无法紧贴墙面，且
颈后部有明显凸起，可能意味着“富贵包”的存在。

消除“富贵包”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靠墙收下巴：站立时让下巴后缩，让自己出

现双下巴，困难者可用食指辅助推下巴向后，头
部紧贴墙面，保持5～8分钟，帮助头部回归正常
位置。

胸椎延展与胸部肌肉拉伸：利用墙角或门框，
进行弓步双手推墙的动作，打开胸腔，配合呼吸，
持续15秒后放松。注意一定要在脊柱延展的情
况下推墙。

夹脊法：手臂向后，十指在身后交叉，肩胛骨
相互靠拢，然后手臂轻轻用力向后或者向下拉，保
持后拉的姿势30秒，然后放开双手，手臂自然下
垂，这为一组，每次做五组。

颈肩部拉伸：双臂向上举起，身体交替向两边
侧弯，或双肩环绕放松，让肩颈背部肌肉得到舒
展。

中医认为，“富贵包”的消除需以阳气通调为
原则，采用刮痧、艾灸、针刺、刺络放血、棍点理筋
正骨手法、小针刀等方法，旨在行气通络、舒筋活
血，改善相关症状。

消除“富贵包”，最终还需从调整生活方式入
手，时刻保持正确的坐姿、站姿，减少低头看手
机的频率，选择合适的枕头支持颈椎，走路时挺
胸目视前方，都是预防和改善“富贵包”的有效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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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这些药
注意躲太阳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侯赛

睡前做这项运动能助眠
为了提高睡眠质量，你可能下过不少功夫：听

白噪音、使用助眠装备……其实，在睡前几小时内
做一些运动，反而能让人睡得更香。一项新研究
推荐了抗阻运动。近日，一项发表于《英国运动医
学开放获取期刊》的研究显示，睡前4小时内，每
半小时做一次3分钟的体重阻力运动，可以使睡
眠延长30分钟。

该研究所谓体重阻力训练，即利用自身的体
重作为阻力，无需借助器械来完成的训练项目。
报告中提到的“体重阻力运动”包括深蹲、提踵（俗
称“踮脚尖”）、站立膝盖抬高并直腿髋部伸展，每
个项目20秒，一共进行三轮，共计3分钟。该研
究还显示，睡前进行该训练，不会扰乱后续睡眠和
身体活动。

抗阻运动比有氧运动更助眠。2022年，美国
心脏协会的研究发现，在干预睡眠的效果上，抗阻
运动可能优于有氧运动。该研究将参与者随机分
配到不运动组和三个运动组之一（有氧、抗阻、有
氧+抗阻），周期为12个月。有氧运动组和抗阻
运动组的人每次专项训练60分钟，每周3次；“有
氧+抗阻”组的人进行30分钟有氧和30分钟抗
阻。其中，抗阻运动主要针对腿、胸、背、手臂、肩、
腹和臀等部位的主要肌肉群。

结果发现，在研究开始时睡眠低于7小时的参
试者中，抗阻运动组、有氧运动组、“有氧+抗阻”组
的人在12个月内，睡眠时间平均增加40分钟、23
分钟、17分钟。基于这些发现，研究者呼吁，要想
提高睡眠质量，不妨每周在常规锻炼中加入2次及
以上抗阻训练。阻力训练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广义
的力量训练，可以使用弹力绳、身体自重，甚至水的
阻力来进行运动，它的重点在于增加身体负荷，由
此达到锻炼效果。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曾发布
科学声明，呼吁重视抗阻训练。声明表示，抗阻训
练不仅可提高或保持肌肉质量和力量，还能防范心
血管病风险因素。该声明梳理总结了抗阻训练对
改善血压、血糖、血脂和身体成分等心血管病危险
因素的益处。

比起其他人群，抗阻训练对老年人的好处更
多，它最直接的益处在于可预防甚至逆转老人常
见的肌肉质量、力量、功能减退等问题，可有效改
善关节稳定性，更好地完成坐位站起、上下楼梯、
提重物等日常活动。一般来说，体质越差的老人，
越能从抗阻训练中获益。 据环球时报

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如今正席卷全球各行各业。当医疗行业拥抱数字化变
革，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不久前，海南省药监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一
款肺功能康复训练软件上市。至此，全省已有5款数字疗法产品获批上市。

热度不减的数字疗法，为何能频频在海南“开花结果”？这些“海南造”的数
字疗法产品，又身怀哪些“绝技”？不妨让我们从加速落地的一个个数字疗法应
用场景中，一探究竟。

觅康集团的运动康复软件，并不是首款
“海南造”的数字疗法产品。早在2022年6月
23日，海南康爱数字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的一款运动测试与运动处方视频软件，便已
获批上市。紧随其后，一批数字疗法企业纷
纷布局海南，将数款数字疗法产品从研发端
快速推向市场端。

来自海南省药监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
省已有5款数字疗法产品获批上市，分别是肺
功能康复训练软件、运动康复视频软件、血糖
数据处理软件、结肠内窥镜图像处理软件以
及运动康复训练软件。

2年时间，5款产品落地，如此“高产”离不
开政策护航和服务加持。

瞄准数字疗法产业新赛道，近年来，海南
省药监局先后出台一系列支持数字疗法产业
发展专项政策文件，为数字疗法企业定制专
属产业扶持政策包，对数字疗法产品的注册
申报予以单独排队、随到随审，同时增设数字
疗法产品专项咨询辅导通道，实行“一对一”
帮扶，为数字疗法产品研发、验证检验、审评

审批等阶段提供了全链条服务。
“譬如我们今年在批准一款运动康复训

练软件上市时，从审评到审批、制证仅用时16
个工作日。”海南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0个数字疗法产品通过
优先审批通道提交医疗器械注册申请。

提供助力的，不仅是监管制度创新。眼
下，我省将数字疗法写入省级规划，并围绕数
字疗法相关临床科研、注册审批、推广应用、
医保商保支付、产业集群打造等提供产业发
展全生命周期支持，正推动一批数字疗法产
品在全省推广应用或实验探索。

从老年人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项目、0
一6岁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数字疗法干预项
目分别被纳入2023年、2024年省级为民办实
事事项，到启动海南省“2+3”健康服务包糖尿
病数字疗法试点工作，再到利用数字疗法进
行新生儿黄疸监测、肿瘤患者院外管理……

随着我省数字疗法应用场景持续“上
新”，可以预见，今后在海南，智慧医疗将变得
愈发触手可及。

数字疗法产品 让患者有了“健康管家”

全链条服务 助力“海南造”加速上岗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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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紫外线的威力也达到了一年
中最鼎盛的时刻。而那些正在服用特定药
物的朋友们，却需要在这个季节格外警惕紫
外线，以防发生药物光敏反应。那么，药物
光敏反应究竟是什么？又有哪些药物可能
引发这种反应？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和应对
呢？省药物警戒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支
招。

据介绍，药物光敏反应是指使用药物
后，暴露于紫外线（主要是长波紫外线，
UVA）下所产生的不良反应。根据发生机
制，光敏反应分为光毒反应和光变态反应两
大类。

光毒性反应，如同夏日阳光下的“灼热
之吻”，它不挑人，任何使用了特定药物并暴
露在强光下的人，都可能遭遇它的伤害。这
种反应通常在首次用药后的几分钟到几小
时内迅速发生，面部、胸部V型区、四肢等暴
露部位首当其冲，皮肤上会出现类似日光性
皮炎的水肿性红斑，严重时水疱涌现，伴随
着灼热感和刺痛，但症状相对轻微。

光变态反应偏爱少数过敏体质者，即便
是小剂量的光敏感药物和微弱的阳光，也可
能触发连锁反应。这种反应首次发病通常
需要24至48小时的潜伏期，不仅限于曝光
部位，有时还会蔓延至非曝光区，皮肤呈现
出红肿、红斑、水疱或渗出等湿疹样反应，瘙
痒感强烈，症状较为严重。

然而，即便症状相似，也不能轻易自我
诊断，务必前往医院，由专业医生进行鉴别
诊断，避免与其它皮肤疾病混淆，切忌盲目
用药。

预防药物光敏反应的措施有哪些？

服用一些抗菌药、利尿药、降糖药、降压药、抗肿瘤药后暴露于强光下都
有可能诱发光敏反应。值得注意的是，中药也可引起光敏反应，如补骨脂、连
翘、竹黄、独活、沙参、白芷、白鲜皮、仙鹤草、前胡、防风、荆芥等。

面对药物光敏反应，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您正在服用易引发光敏反应的
药物，以下几点防护措施不容忽视：

着装防护：长袖衣裤是第一道防线，遮阳帽和太阳伞是出行的必备，尽量
做好物理防晒。

防晒霜选择：选用能够防御紫外线A（UVA）和紫外线B（UVB），SPF≥50
的高效防晒霜，为皮肤筑起一道坚固的防护墙。

避免直接暴露：尽量在阴凉处活动，减少皮肤直接暴露于阳光下的机会。
患者可采取夜间服药的方式避免药物光敏反应，如果不幸遭遇药物光敏

反应，也不必恐慌，及时就医是关键。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用药剂量或更换
药物，切勿擅自停药，以免病情恶化。

易诱发光敏反应的常用药

抗菌药：司帕沙星、氟罗沙星、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
星、克林沙星、洛美沙星、西他沙星、米诺环素、多西环素等。

利尿药：氢氯噻嗪（双克）、呋塞米（速尿）、吲达帕胺等。
降糖药：格列美脲、格列吡嗪、格列本脲、二甲双胍等。
降压药：尼莫地平、尼群地平、非洛地平、氨氯地平等。
抗肿瘤药：索拉非尼、多西他赛、氟尿嘧啶、卡培他滨、多柔比星、替加氟、

紫杉醇等。
抗精神病用药：氯丙嗪、硫利达嗪、氟哌噻吨、奥氮平等。
抗抑郁药：丙咪嗪、奋乃静、氟奋乃静等。
抗焦虑药：阿普唑仑等。
降脂药：菲诺贝特等。

数字疗法（Digital Therapeutics，简称
DTx）是指一类基于数字技术，如移动应用
程序、软件平台、传感器等，用于预防、管
理或治疗疾病的医疗解决方案。与传统
药物治疗或手术不同，数字疗法依赖于数
字化工具和程序，以提供个性化、可量化
的医疗干预，旨在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

名词解释链接

别让牙齿
“小洞”变“大洞”

■ 王秋玲

一颗牙齿上的“小洞”，如果不及时修补，可能会逐渐
演变成“大洞”，最终导致剧烈疼痛，不得不接受根管治
疗，导致严重的口腔健康问题。在口腔牙体牙髓科，类似
案例屡见不鲜，这样的儿童患者不在少数。医生经常为
此感到遗憾：若能早期干预，情况本可避免。

龋病，俗称蛀牙，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慢性口腔疾
病，这些细菌通过代谢糖分产生酸性物质，侵蚀牙齿硬组
织，形成龋洞。

根据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的结果，5岁
儿童乳牙龋齿患病率是76.55%。12岁以上人群的恒牙
患龋率为45.81%，而65岁~74岁的患龋率为64.75%。

龋病的形成：龋病是由牙齿表面的细菌堆积形成的
菌斑引起的，这些细菌以糖为食，产生酸性物质，导致牙
齿矿物质溶解，形成龋洞。

龋病的症状：早期龋病可能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的不
适感。随着龋洞加深，可能引起牙齿敏感、疼痛，甚至在
严重时导致牙齿丧失。若是得了龋齿，起初可能没有症
状。渐渐地，患者吃东西时会感到牙疼，不敢用患侧牙咀
嚼。儿童如果长期只用一侧牙咀嚼，会造成双侧面部发
育不对称，脸一边大一边小。若经常牙疼得不能好好吃
饭，会出现营养不良，影响身体的正常发育。如果龋齿进
一步发展到牙根尖的脓肿，一方面可能波及乳牙根尖正
在生长发育的恒牙，造成恒牙列的一些问题。

龋病的预防：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包括定期刷
牙、使用牙线和漱口水，以及减少高糖和高淀粉食物的摄
入，是预防龋病的关键。

龋病的治疗：治疗龋病的方法包括使用氟化物促进
牙釉质的再矿化，以及通过填充或根管治疗来修复受损
的牙齿。

如果不及时治疗，龋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还可能对
全身健康造成影响，如影响营养摄入和发音。儿童和老
年人是龋病的高危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口腔卫生和定期
的口腔检查。

（本文作者系海口市人民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儿童口
腔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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