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钾是不是一“补”了之？

□科普时间

生活服务 A07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4年7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韩国咏 校对：丰雁 版式：申宝超

□养生课堂

7月15日，入伏第一天，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三伏贴专区”
一大早就排满了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副院长杨国旺介绍，自夏至开放“三伏
贴”服务预约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有近
4 万人通过线上预约。与以往相比，
今年预约“三伏贴”的年轻人有明显增
多，这表明中医健康养生的理念越来
越受年轻人认可。

据悉，三伏贴是一种传统的中医
外治方法，源于其独特的冬病夏治理
念。传统中医认为，每年农历“三伏”
季节通常为阳气最为旺盛之时，需要
对一些与寒邪相关的疾病进行治疗或
预防。

比如，冬天易发作的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过敏性鼻炎。小
儿、老人（60 岁以上）体虚易感冒、反
复咳喘（呼吸道感染）者。同时，需符
合中医辨证属阳虚为主，或寒热错杂
以寒为主者，在秋、冬季节容易反复发
作或加重的慢性、顽固性肺系（呼吸系
统）疾病。

据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
医医院所研制的防治慢性咳喘疾病的
外用三伏贴“温阳化痰穴贴”，基本药
物组成为炒白芥子、细辛、百部、白芷、
醋五味子、冰片，可常温下保存，用时
除去衬纸和边胶，直接敷贴即可。

今年的三伏时间是7月15日至8
月 23 日，又是 40 天“加长版”，按每
10天为一伏计，共有4个“伏”。贴敷
时间为每伏任何连续 3 天均可，每天
1 次，每次贴敷 6 小时～8 小时，每伏
间隔7天。

杨国旺提示，“三伏贴”有特定的
适用人群，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应
根据不同的体质、疾病，在专业医生指
导下，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

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多种感染
性疾病的发热期及活动性肺结核者，
咳吐黄色浓痰、咯血、衄血或易出现口
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贴敷部位的皮
肤有创伤、溃疡、感染者，对敷贴药物
或敷料成分过敏者，皮肤过敏、瘢痕体
质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
或在医生指导下应用。

在治疗过程中，还要注意贴敷后

应避免剧烈运动及大量出汗，以防药
物脱落；尽量减少电扇、空调直吹，以
免影响药物的吸收。在贴敷期间的饮
食宜清淡，尽量避免食用寒凉、过咸等
食物；应慎食海鲜、牛羊肉等。取下贴
敷药物后，可用清水冲洗局部。不要
搓、抓、挠局部皮肤，也不要使用洗浴
用品或涂抹其他药品，防止对局部皮
肤的进一步刺激。小儿、久病、体弱、
消瘦者，贴敷时间宜短，并应在贴敷期
间密切注意有无不良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冬病夏治”疗法
是疾病治疗的一种手段，并不能完全
替代其他治疗，正在接受相关治疗的
慢性病患者在进行“冬病夏治”期间
也不能盲目减药、停药，以免导致疾
病加重。

据中国新闻网

加长版“三伏天”到来，三伏贴火了！

医生提醒 最好听听

“一个健康的正常人，不会反复出
现低钾。”葛智娟指出，低钾可由三种
情况导致：摄入不足、排出过多、钾向
细胞内转移。“其中摄入不足，大都是
因为禁食或者严重的偏食导致的。排
出过多可以分为两种，胃肠道排出过
多，如严重的呕吐和腹泻，另外则是通
过尿路排钾过多。”专家解释，钾向细
胞内转移则是指细胞外血液中游离的
钾被转运到了细胞内。其中尿路排钾
过多涉及多种肾脏疾病和肾上腺疾
病，钾向细胞内转移更是涉及酸中毒、
使用大量葡萄糖液、周期性麻痹等多
种疾病。所以“低钾”并不是单纯补钾

这么简单，需要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
性。

葛智娟表示，夏日里不少人浑身
没劲、双手抽搐时，常怀疑是中暑了，
其实高温环境下大量出汗后，钾、钠、
氯等电解质会随着汗液流失，继而出
现口渴、乏力等症状。此时只补充纯
净水，会加剧电解质缺乏，造成低钾等
电解质紊乱。

建议有“低钾血症”发作史或是长
期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工作的人，平时
多进食钾含量高的香蕉、猕猴桃、柿
子、枣、杏、橙子、杨梅、苹果等水果，以
及菠菜、芹菜、甘蓝、香菜、山药、毛豆、

莴笋等蔬菜，还应注意避免使用利尿
剂、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甘草类护肝药
等可导致低钾的药品。

需要注意的是，钾含量较高的食
物也不可过量食用，特别是老年、糖尿
病及应用保钾利尿剂和某些类型降压
药的患者，最好先行体检，排除肾功能
问题，否则过多食用高钾食物反而容
易引起“高钾血症”，同样有生命危
险。炎炎酷暑，大量流汗后切忌短时
间内大量饮水。另外，高风险人群应
当定期检测血钾水平，在医生的指导
下合理用药。

据《扬子晚报》

夏季浑身无力
当心“低钾”作祟

近日，杭州29岁的程序员单先生
熬夜与朋友看完球赛后开车回家途中
突感不适，全身开始冒虚汗，20 分钟
的路开到家门口时已是满身大汗。当
单先生准备下车时，发现自己下肢瘫

软，无法动弹，并出现了呼吸困难。紧
急就医后医生诊断为“低钾血症”，考
虑单先生为甲亢引起的“低钾性周期
性麻痹”。

南京鼓楼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

师葛智娟提醒，看球熬夜、身体疲乏明
显、劳累，都是这种病的主要诱因，夏
季更要当心。

葛智娟表示，心脏跳动、神经-肌
肉活动、呼吸等生理功能，都需要正常
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其中98%的钾
离子在细胞内，正常的血清钾浓度为
3.5 毫摩尔/升~5.5 毫摩尔/升。一旦
低于3.5毫摩尔/升，就可确诊为“低钾
血症”，人会出现肌肉无力、松弛、瘫痪
等症状，甚至出现呼吸肌麻痹，严重时

有生命危险。人体在长久的进化过程
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叫做“钾稳态”的
自身调节保护机制，血液中钾含量有
波动时，能够通过调动细胞内的钾或
者重吸收尿液中的钾等一系列措施，
来保证血钾值的稳定。

缺钾的程度、速度不同，反映出的
症状也并不一样。缺钾最常见的“信

号”就是疲乏、软弱和无力，严重者出
现肢体软瘫，甚至导致呼吸、吞咽困
难，严重者可窒息。同时，因为钾能帮
助肌肉与神经相互沟通，还能帮助肌
肉收缩。缺钾会导致肌无力、四肢麻
木、肌肉痉挛。钾和心脏功能之间关
系密切，缺钾会导致心悸、心跳不规
则、心律失常、头晕眼花等症状。

为何“钾”对人来说很重要？

美国《科学进展》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
新研究说，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兴起可
能使影视、文学、音乐等的创作变得容易起
来，但如果创意产业过度依赖 AI“编故
事”，未来可能出现作品千篇一律的雷同
感。

生成式AI可将简单的文本提示转化
为相对复杂的音乐、文本、图像和视频等，
但这类工具的广泛使用会对人类创作产生
何种影响仍然未知。为了解生成式AI对
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招募了近300名志愿者
作为“作家”，展开一项在线研究。

这些志愿者并不是以创作为生的职业
作家。研究人员评估了他们的先天创作
力，然后将他们随机分为3组。所有志愿
者被要求根据随机分配的公海探险、丛林
探险和外星探险3个选题之一，创作一个8
句话的小故事。

3组志愿者接受生成式AI辅助创作的
程度不同。第一组无任何AI辅助；其他两
组可选择利用AI获得一个3句话的初始创
意；在这两个允许借助 AI 创作的组别当
中，有一个组的志愿者可选择最多获得 5
个由AI产生的创意。创作完成后，志愿者
们被要求以新颖性、情感特征等标准对自
己创作的故事自我评估。此外，还有 600
名外部评审人员以相同标准来评估这些故
事。

研究显示，接受生成式AI辅助有助于
创作更有创意、更有趣的故事，这在一开始
被测定为先天缺乏创作力的志愿者中尤其
明显。

研究人员说，这就相当于创造了一种
“社会困境”：生成式AI使人们更容易踏入
写作领域，“降低门槛是好事”。但如果整
体的艺术创新程度降低，那将是有害的。
这项研究表明，人们必须开始思考，在工作
中如何利用AI来获取最大益处，同时又保
有自己的思考。

据新华社

新研究：
创作过度依赖AI
可能导致雷同

新华社东京7月16日电（记者 钱铮）
日本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学术期刊《循环》
上报告说，他们发现心脏血管内皮细胞分
泌的一种蛋白质可能诱发心力衰竭，针对
这种蛋白质开发的疫苗能够改善心衰实验
鼠的心脏功能，预防心衰发生。

除心脏移植外，心力衰竭目前尚无根
治方法。日本东京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实验鼠心脏中老化的
血管内皮细胞会分泌蛋白质IGFBP7，而这
种蛋白质会抑制心肌细胞的线粒体代谢，
导致心脏功能障碍，诱发心衰。他们还研
发出了靶向蛋白质 IGFBP7 的疫苗，心衰
实验鼠接种疫苗后，心脏功能得到了改善。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疫苗疗法为治疗
心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疫苗生产成本
低，接种容易，副作用小，如能通过疫苗治
疗心衰，将使更多患者得到救治。另外，给
心衰发病风险高的人群接种疫苗，还可能
预防心衰发生。

新研究尝试用疫苗改善
心衰实验鼠心脏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