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得痛风，跟吃有关系”

【病从口入】

小于今年 19 岁，初次痛风发
作时，正好是考试前夜。第二天中
午，她在学校食堂吃了豆芽，右脚
更痛了，去考场的路上已经无法直
立行走。但在小于的心里还是考
试更重要一些，拖了两天等到考试
结束之后才去医院检查。

父亲也是痛风患者，在医院
检查之前，他告诉了小于自己的
经验：“依我看，你应该是痛风
了。”化验结果显示，小于的尿酸
比正常值高出200微摩尔/升。通
常，非同日2次空腹血尿酸水平大
于 420 微摩尔/升，即可诊断为高
尿酸血症。

患上痛风之后，对小于的生活
产生了影响，阴天下雨时，腰和膝
盖都会不舒服。爱吃的豆腐、海
鲜、肉类只能尝两块，实在是太馋
了没忍住的话，第二天就会特别难

受，痛风发作后疼得不行，需要拄
着拐杖走路。

“我得上痛风跟吃的有关系。”
小于笃定，高中时期学习太忙了，
中午没时间吃饭，3块钱一瓶的“小
甜水”就成了“代餐”，一天喝一
瓶。“我当时还觉得自己可厉害了，
省了特别多钱！”她自嘲道。而且
平时喜欢喝汤的小于，即便在患上
痛风之后，也经常品尝老火靓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程飞告
诉记者，近年来在日常门诊中，看
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痛风所袭
扰，这与遗传、不良生活方式等有
关。此外，全社会健康意识提高，
主动体检人群增多，也是就诊患者
变多的原因。

具体到痛风的致病原因，“简
单说，就是两个方面，先天因素和

后天因素”。
痛风是在高尿酸血症基础上

发生的关节痛，血液里的尿酸，是
人体嘌呤代谢的产物。正常情况
下，尿酸的生成和排泄，在人体内
保持着某种平衡。尿酸生成和排
泄的平衡被打破了，就会出现高
尿酸血症。长期高尿酸血症，在
关节沉积引发炎症，就会出现关
节痛。

先天因素，包括患者有高尿
酸血症家族史，或者尿酸代谢酶
缺乏等。

后天因素，最常见的就是饮食
问题，摄入过多高嘌呤、高热量、高
糖的食物和饮品。“现在物质生活
很丰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就可
能引发高尿酸血症。”此外，还有肾
功能障碍等疾病导致的代谢能力
下降，也会引发尿酸失衡。

“美食人人喜欢，也要细水长流”

【控制饮食】

22 岁的小宗在某学校担任体
育老师一职，去年 8 月，小宗感到
自己左腿膝盖一阵剧痛，不过没
太在意。练体育的人本来就容易
受伤，他以为可能只是关节炎这
种小事，治疗期间仅当作膝关节
劳损做相关的康复训练。两三个
月以后，左膝盖不疼，右膝盖开始
疼了，小宗这才觉得事情不妙，赶
紧做了全面检查，今年 3 月，他确
诊患了痛风。

对已经脱离了专业运动员训
练体系的小宗来说，痛风在生理
上的影响并不大，能达到教学示

范的水平就行。带给他更多的是
心理上的影响：“平时上课做示范
的时候动作有一点卡顿，这让我
的心里有点不舒服。”值得庆幸的
是，经过小宗坚持不懈的恢复训
练，他最在意的跑跳类动作也能
正常完成了。

在采访中，小宗流露出对高
嘌呤饮食的偏爱，他对此并不是
很上心。程飞在门诊时也发现，
很多年轻人，对自己患有高尿酸
血症，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在年
轻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应酬
多。美食不断创新，不断吸引年

轻人去尝试。科技进步，又让他
们出行、点餐更加方便，自身活动
量减少。长期饮用碳酸饮料、啤
酒、含有高果糖的饮品、反复炖煮
的浓汤，过量食用高嘌呤、高糖、
高脂肪的食物，都会增加代谢负
担，导致高尿酸血症。”

程飞说，年轻人由于升学压
力、工作压力，还有生活习惯、社交
习惯等因素，确实很难控制饮食。
所以，程飞经常会劝年轻患者，“美
食人人都喜欢，也要细水长流，有
所食有所不食，有所多食有所少
食，更多考虑到身体状态。”

“警惕共病，慢病防治关口在前移”

【专家建议】

在沿海地区，由于饮食结构中
高嘌呤食物占比更大，临床上已经
出现了10岁的低龄高尿酸血症患
者。而且不只是高尿酸血症，其他
代谢综合征的发病年龄也在提
前。像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肥
胖等代谢疾病，低龄化的趋势都非
常明显。“这些疾病属于‘共病’，存
在相互影响。比如肥胖会影响肾
脏功能，影响尿酸代谢，进而导致
高尿酸血症。”

一些多发生在中老年的代谢
疾病，越来越多出现在年轻人身
上。所以在临床上，有一种新的观
念，叫“慢病防治关口前移”。“这些
都属于慢病，我们总说‘做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需要自身
更加重视起来。”

导致痛风的两大因素，先天因
素，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干预方法。
能做的，就是对后天因素的控制。

程飞说，即便高尿酸血症目前
没有出现痛风症状，年轻人也应该
重视。“高尿酸血症急性期导致关
节痛，痛起来刻骨铭心，影响学习、
工作。如果是慢性期，不重视，将
来可能导致痛风性肾病，对肾脏造
成损坏。”

高尿酸血症，还会跟糖尿病、
高血压、肥胖、高脂血症交互在
一起，导致心脑血管病。程飞在
门诊时，面对痛风患者，常常会

多问一句：“这次是什么原因诱
发的痛风？具体吃了什么？”有
的人是因为喝啤酒，有的人因为
吃动物内脏。每个人对每种高嘌
呤饮食的敏感程度，很可能不一
样，因此在生活方式改变上，也
因人而异。

程飞建议年轻人，尤其有高危
因素——如肥胖、家族史的年轻
人，应定期监测尿酸数值。如果确
诊高尿酸血症，要积极配合治疗。

“不要对年纪轻轻就患上慢性病有
什么心理阴影。该吃药就吃药，该
控制饮食就控制饮食，别耽误了最
佳治疗时机。”

据《北京晚报》

□节令之美

新华社天津9月5日电 （记者 周润健）“秋
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北京时间9月7日11时11
分将迎来白露节气，标志着仲秋的开始，节气意义上
的“秋高气爽”依序而至，但在大江南北，气象学意义
上的“秋高气爽”却有些参差不齐。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秋气渐深，温差较
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
名。此时节，已经随处可见晨光下散落在草叶上的
晶莹露珠。

为什么形容露水是“白”的呢？民俗学者、天津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解释说，古人多以四时配五
行，秋属金，金色白，故以白形容秋露，称之为“白露”。

白露来了，天气开始转凉。“在北方，阳光变得柔
和，秋风带来阵阵舒爽的清凉；在南方，艳阳的热辣
会逐渐减少，晨曦日暮中已能感受到丝丝惬意的凉
爽。”王来华说。

白露，亦如它的名字，充满了无尽的浪漫与诗
意，很容易勾起文人墨客们的浪漫情愫。如李白的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秦观的“凭阑久，金波渐
转，白露点苍苔”，仲殊的“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
霞”……这些诗词婉丽清隽，耐人寻味。

白露，又是思乡情起的时刻。晨霜入目，雁鸣声
声，引发了杜甫强烈的思乡之情，他怀揣着对故乡和
家人的思念与牵挂，写下了《月夜忆舍弟》，其中，“露
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更是成为传世名句。

王来华表示，白露、秋分前后，有一个非常重要
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恰在白露节
气内。颗颗露珠，晶莹饱满，亦如那珠圆玉润的中秋
明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中
国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并赋予其无限的诗意
与韵味。

白露增秋色，田野绣斑斓。此时节，累累硕果醉
枝头，红色的枣子、紫色的葡萄、浅黄的梨子……摘
一个放入嘴中，咬上一口，齿颊留香，这是秋天的味
道，也是收获的滋味。

7日11时11分白露：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过敏性鼻炎又称为变应性鼻炎，主要表现为阵
发性喷嚏、清水样鼻涕、鼻痒和鼻塞；频繁喷嚏或过
力擤鼻后还可能伴有鼻出血。一部分患者还会伴有
眼部症状，包括眼痒、流泪、眼红和灼热感等。季节
交替，鼻炎再度来袭，天津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医生
教您如何预防。

过敏性鼻炎患者多具有特应性体质，这种体质
有一定的遗传性及家族性，也容易患变应性咳嗽、支
气管哮喘、湿疹等过敏性疾病。鼻炎常见的接触型
过敏原包括尘螨、霉菌、花粉、动物皮屑等。秋季常
见的过敏原主要来自树木和草类的风媒花粉。

正确使用鼻用制剂事半功倍。鼻用减充血剂效
果快，但不宜大量、长期、连续应用。鼻用糖皮质激
素则正好相反，最佳疗效可能需要数天或数周时间，
间断用药反而效果不佳，应连续用药。鼻喷剂是局
部用药，全身生物利用度并不高，正确使用极少会引
起肥胖、骨质疏松等副作用。

首次使用鼻喷剂前，应先按压几下保证喷出均
匀药液。然后保持头部直立，左手喷右鼻，右手喷左
鼻。喷头朝向该鼻孔同侧内眼角方向，避免损伤鼻
中隔，造成鼻出血。喷药时用鼻吸气，同时用力将喷
头按压到底，完成一次喷雾。

过敏性鼻炎的预防。首先，应保持室内清洁，空
气流通，勤晒被褥，空调过滤网定期清洗，远离毛绒
玩具，尽量不用地毯，季节交替时橱柜内的衣物应晾
晒后再穿着等。其次，还可以通过使用除螨制剂、调
节温度和湿度，去除生活环境中的尘螨，减少吸入螨
类过敏原的机会。

据《今晚报》

季节交替
医生教您预防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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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等代谢疾病出现低龄化趋势

痛风为何找上年轻人?
一觉醒来，右脚大脚趾关节疼痛难忍，以为自己扭伤了——大学生小于，一直

记得自己初次痛风发作的情形。到医院就诊后她才知道，自己患上了高尿酸血症，
由此引发了关节痛。“痛风？我还不到20岁。”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痛风患者低龄化趋势明显，很多大学生、中学生也遭遇痛
风侵袭。内分泌专家介绍，遗传因素、不良生活方式等都是造成痛风的原因，而青
少年及其家庭普遍对高尿酸血症不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