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之后，许多“蛰伏”了整个夏季的心
脑血管患者都开始计划金秋季节的活动安排，
纷纷走到室外享受难得的好时光。不过，广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刘丰教授提
醒您，夏秋之交仍是心脑血管高发季节，有心
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应合理制定出游计划,量
力而行。

家住广州的60岁陈阿姨是一位广场舞
爱好者，夜晚的人民公园就是她的舞台，每
次跳舞她总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冠心病患
者。自从立秋之后，陈阿姨便按捺不住舞动
的心情，在一连跳了3个小时后的广场舞后，
出现“胸痛、疲倦”被送到医院急诊，经检查
确诊了“急性心肌梗死”，所幸抢救及时，得
以痊愈出院。

为什么冠心病患者需提防在夏秋季节
发病？刘丰介绍，广州的“秋老虎”气候早晚
清凉，午后高温暴晒，气温仍较高，这些都需
要冠心病患者注意的。这种气温高且气压
低的气候，室外活动出汗多，机体相对容易
脱水，加上高温导致的血管扩张，易引发舒
张血压偏低，血液浓缩，容易诱发冠心病患
者特别是老龄患者发生心绞痛，严重时可突
发心梗危及生命。

此外，室内空调降温，室外常高达35℃，
这近15℃室内外温差让许多老年人硬化的
血管常无法适应，经常出现头晕、头胀、胸闷等不适，加上许多人爱喝冷
饮，这机体内外的“温差”也是许多心脑血管发病的诱因。

再者，“秋老虎”的闷热天气，人的情绪易烦躁、植物神经易紊乱，加上
昼长夜短，睡眠不佳，对许多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慢性疾病患者也是不
利因素。因此在“秋老虎”这段时间应注意保护心脏，及时给心脏消暑。

在这夏末秋初时分，心血管疾病患者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择温活
动，强调喝水。即在室内外温差及昼夜温差大的夏秋季节里，心脏病患者
要选择舒适的温度时外出活动，且活动量不易过大过激烈，适当间断休息
补充饮水。老年人外出活动时应定期喝水而不应感觉口渴时再喝，喝水
宜选择稀糖盐水为佳，切莫一次性饮用大量冷饮。

其次，要“定期复诊，调整血压”。夏秋季节气温较高，许多合并有高
血压的心脏病患者，血压也多有波动，需密切监测血压，如出现血压较以
往降低超过20mmHg时，应及时就诊并及时调整降压药物。过低的血压
在遇到脱水的情况常给患者带来的心脑组织缺血缺氧的后果，严重的甚
至出现梗死事件。

此外，还要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立秋之后秋高气爽的天气让人心
旷神怡，许多应酬活动及室外活动日益增加，不规律的生活常带来情绪不
稳定、服药的不规律、睡眠的不充足，这些都是心脏病患者所忌讳的生活
方式。规律服药、保障睡眠、情绪稳定是心脏保养的重要生活方式。

最后，夏秋之交也是体检最好的季节。经过半年的工作，秋季的工作
常较年底空闲，且气候宜人，最适合对全身机体进行系统的体检，特别是
心血管慢性病患者，对自己的血脂、血糖、血压、心脏功能等进行规范系统
的检查，将有助于提前发现健康隐患，及时诊治疾病，调整以后的心血管
疾病治疗用药方案。 （通讯员 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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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发现
自己携带BRCA1基因突变，预防
性切除乳腺的新闻曾经轰动一
时。2013 年，她通过基因测序发
现自己携带BRCA1基因突变，由
于有患癌的家族史，她决定进行预
防性乳腺切除。几年后，她再次接
受手术摘除了卵巢和输卵管，并将
这 一 经 历 公 之 于 众 。 什 么 是
BRCA 基因？BRCA 基因是如何
来评估患乳腺癌、卵巢癌的风险
呢？男性是否也需要做BRCA基
因检测吗？

说起BRCA1与BRCA2，它们
是 BRCA 基 因 的 组 成 ，分 别 于
1990 年和 1994 年被发现，统称为
BRCA1/2 基 因 。 正 常 情 况 下 ，
BRCA1/2 基因编码的 BRCA1 和
BRCA2 蛋白是修复双链 DNA 断
裂损伤的蛋白复合物的组成部分，
当双链DNA断裂时，BRCA1/2参
与同源重组修复，维持人类基因组
的稳定，属于抑癌基因。但是，
BRCA1/2基因的变异则非常容易
致使细胞修复能力的削弱、染色体
异常及多种肿瘤的发生。因此，在
遗传性的卵巢癌和乳腺癌中，
BRCA 基因的突变是一个主要的
发病因素。

利用 BRCA 基因来评估患癌
风险，主要是从外周血提取DNA，
采用高通量测序的方法得到该基
因序列信息，经过专业的生物信息
人 员 分 析 和 解 读 ，最 终 得 出
BRCA1/2 的检测结果。BRCA1/
2 检测结果不仅能提示受检者的
患癌风险，有助于患者选择合适的
筛查方式和预防手段，还能提示其
是否有必要对受检者的亲属进行
检测。对于已患癌的受检者，
BRCA1/2的检测还可以指导临床
用药及手术范围。临床研究表明，
口服靶向药物 PARP 抑制剂奥拉
帕尼和 Rubraca可使含有BRCA1
基因或BRCA2基因突变的晚期卵
巢癌患者从药物治疗中显著获益，
BRCA1 /2基因突变的乳腺癌、胰
腺癌和前列腺癌均对奥拉帕尼治
疗显示出积极疗效。研究还发现，
含有BRCA1/2基因突变的乳腺癌
和卵巢癌患者更容易出现多发病
灶和复发转移。欧洲肿瘤内科学
会发布的临床指南建议，对于这
些患者应考虑全切代替局部手术
的方案，以提高预后和生活质量。

根据研究显示，女性一生中患
乳腺癌风险的几率约为12%，而如
果携带 BRCA1 或 BRCA2 基因变
异，其患乳腺癌的风险在 40%～
85%之间，上升了 2～6 倍，其患卵
巢癌的风险也从小于 2%上升至
16%～44%。而对于男性，携带突
变的BRCA2基因，患男性乳腺癌
的风险约为 7%，患前列腺癌的风
险也增加，由此可见，男性同样也
需要做BRCA基因检测。这也进
一步说明了 BRCA1 和 BRCA2 基
因检测的重要性，有助于人们了解
其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对乳
腺癌和卵巢癌的预防、早期诊断及
患癌后治疗方案的选择均具有重
要意义，这对于某些高危人群来说
是非常有必要的。

根据目前的临床研究证据，中
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细胞分子
诊断中心欧阳能太教授建议以下
人群进行BRCA1/2基因检测：

（1）女性卵巢癌患者（包括输
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

（2）女性乳腺癌患者；
（3）有家族史倾向的人群，包

括：
a.家族中有至少两名亲属被

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卵巢癌、胰腺

癌或前列腺癌；
b. 有至少一名亲属被诊断出

患有双侧乳腺癌或多发病灶单侧
乳腺癌、在小于 50 岁时被诊断出
患有乳腺癌或同时患有乳腺癌和
卵巢癌；

c. 家族中有至少一名男性亲
属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

d. 家族中有至少一名亲属被
检测出 BRCA1/2 基因疑似有害
或有害突变；

（4）男性乳腺癌患者；
（5）其他被认定为 BRCA1 基

因和 BRCA2 基因突变高风险的
人群。 （通讯员 刘文琴 林伟吟）

在育儿过程中，难免有一些家
长由于操作方式不当，对孩子的耳
朵造成了伤害，甚至影响了他们日
后的听力。在此，为各位爸爸妈妈
盘点一下几个伤孩子耳朵的行为。

有些家长喜欢给孩子掏耳朵，
他们总觉得耳屎会堵塞耳道影响
孩子的听力。其实，耳屎积到一定
量时，自然就会随着咀嚼等下颌关
节的运动脱落而排出来，无需特别
去掏。相反，如果经常掏耳朵，反
而将耳朵的外部防线强行拆除，打
开大门，任由细菌侵入耳道和鼓
膜，从而可引起耳朵发炎。而且家
长在掏的过程中，如果力度掌握不
好，容易损伤耳道，甚至伤及鼓膜。

当感冒、鼻炎、鼻窦炎的时候，
鼻腔内会有很多分泌物，家长们便
会拿纸巾帮孩子擤鼻涕。家长紧捏
着孩子的鼻子，让孩子大力擤。其

实这样做是不好的。因为连通人的
耳、鼻、咽、喉各器官之间的管腔
——咽鼓管，其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引导鼻咽部气体进入鼓室。咽鼓管
在平时是闭合的，只有在吞咽或者
打哈欠时，它才会张开，以维持鼓膜
两侧压力的平衡，从而保证鼓膜的
正常振动。当过分用力并且捏紧双
侧鼻孔擤鼻涕时，空气可通过咽鼓
管流向中耳腔，从而出现了耳闷、耳
鸣，严重的话，脓性鼻涕还可通过咽
鼓管流向中耳腔而引起中耳炎。

孩子不肯吃药，有些家长便捏
着孩子的鼻子强行灌下去，甚至在
孩子哭闹很厉害时也依旧强行灌
药，这些做法都是不安全的。强行
灌药，不仅容易使药物误吸入气管

而造成孩子呛咳、窒息等，而且还
易使咽部的液体通过咽鼓管流向
中耳腔，从而引起中耳炎。

家长把孩子平放着喂，喂得过
多、过急，小孩子来不及吞咽而呛
咳，也容易使得奶水从咽部逆流入
中耳而导致急性中耳炎的发生。

有些家长觉得打喷嚏是个不
雅的行为，于是教育孩子在打喷嚏
时一定要紧捂着嘴，以便使喷嚏的
声音可以减小一些。其实这也是
不好的。打喷嚏本来是鼻子对外
界刺激所作的一种本能的反射，如
果强行捂住，容易使打喷嚏时咽部
增高的压力无处释放，这股压力可

冲击咽鼓管，甚至伤及到鼓膜，导
致鼓膜穿孔。如果是上呼吸道感
染时的捂着打喷嚏，还可让病菌顺
着压力差从咽部通过咽鼓管进入
到中耳鼓室，引起急性中耳炎甚至
鼓膜穿孔。正确的做法是轻轻掩
住口鼻打喷嚏。

有些家长看到孩子生病后，凭

经验自己给孩子吃药。这种做法是
不安全的。小儿由于肝功能发育不
全，滥用药物，特别是一些抗生素，
容易在体内蓄积而引发毒性反应，
破坏的是感知声音最重要又最脆弱
的耳蜗毛细胞，导致药物中毒性耳
聋。孩子在应用耳毒性药物后，可
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眩晕等症状，
且听力下降是对称性的，有些药物
在停用后可阻止耳聋继续发展，甚
至慢慢恢复听力，但也有一些药物
少量用药即可导致不可逆的中毒
耳聋。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擅自
给孩子用药，遵医嘱才行。

（通讯员 林惠芳 彭文斌）

55.关注健康信息，能够获取、
理解、甄别、应用健康信息。

56.能看懂食品、药品、保健品
的标签和说明书。

57.会识别常见的危险标识，
如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
生物安全等，远离危险物。

58.会测量脉搏和腋下体温。
59.会正确使用安全套，减少

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防止意
外怀孕。

60.妥善存放和正确使用农药
等有毒物品，谨防儿童接触。

61.寻求紧急医疗救助时拨打
120，寻求健康咨询服务时拨打
12320。

62.发生创伤出血量较多时，
应当立即止血、包扎；对怀疑骨折
的伤员不要轻易搬动。

63.遇到呼吸、心跳骤停的伤
病员，会进行心肺复苏。

64.抢救触电者时，要首先切
断电源，不要直接接触触电者。

65.发生火灾时，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低姿逃生；拨打火警电话
119。

66.发生地震时，选择正确避
震方式，震后立即开展自救互救。

各型慢性咽炎症状大致相似
且多种多样，如咽部感觉有痰又咳
不出来、咽痒、咽部烧灼感、有时还
会微微疼痛。生活中，引起慢性咽
炎的原因非常多。

其实生活里，我们的呼吸道如
鼻腔、鼻窦、鼻咽，大部分人经过生
长发育期身体内生理结构基本定
型后，都不会完完全全地长得跟医
学教科书上的解剖图画那样规规
整整，多少有点“歪”，只是说这个

“歪”的程度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日

常生活质量，比如慢性鼻炎、
鼻中隔偏曲、慢性鼻窦炎、腺
样体肥大、打鼻鼾或鼻子里长
东西引起气道狭窄等情况，由
于它们会影响鼻腔通气，造成
我们鼻子呼吸不通畅，替代性
地不自觉长期张口呼吸，引起
咽部黏膜长期过于干燥而导
致慢性咽炎。

另外，慢性扁桃体炎可直
接蔓延至咽后壁而引起慢性
咽炎；口腔里的某些炎症如龋
齿、牙龈炎、长智齿化脓了，这
些咽喉部邻近地方的炎症如
果不能得到及时控制，一旦炎
症扩散也会导致慢性咽炎。

对于容易“过敏”或者亚
健康体质的人而言，身体是很

“脆弱”的，一旦周围环境温
度、湿度骤变，或空气质量差、
进食烟酒、辛辣刺激性食物，
还有粉尘、有害气体及有害射
线辐射，就容易导致慢性咽炎
的发生。

长期过度使用嗓子，如教
师、歌手、主持人等职业工作人
员，患慢性咽炎的概率往往比
较高。

慢性咽炎看似是咽部的问
题，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咽部。如
贫血，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
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
湿病等，亦可引起慢性咽炎的发
生。此外，维生素缺乏及免疫功
能紊乱也与萎缩性咽炎有关。

首先，找个光线良好的位
置，对着镜子，尽量张大嘴巴，向
外伸舌头并尽量压低，然后开始
查看自己的咽喉部（如果有家人
或者朋友在旁边辅助查看更
好）。如果你看到咽黏膜呈暗红
色伴随小血管曲张，表面有少量
黏稠的分泌物覆盖，则可能为慢
性单纯性咽炎；如果看见咽后壁

有多个颗粒状小状滤泡突起来，
周围伴随小血管扩张，有时会融
合在一起，形成囊状的白点，破
溃后可见黄白色渗出物，则可能
为慢性肥厚性咽炎；如果发现咽
部附着有干痂，且伴有口臭，可
以见到咽黏膜比较干燥甚至呈
鱼鳞状、发亮的话，严重时还伴
有耳鸣、听力减退，则可能为慢

性萎缩性咽炎或慢性干燥性咽
炎，若炎症蔓延到喉部，可导致
声音嘶哑。

上面提及的症状往往又会
在用嗓过度、气候突变、环境温
度变化时加重，这就明显警示是
慢性咽炎的可能了，需要到耳鼻
喉科接受更进一步的专科检查
及治疗。

戒辛辣，多滋补
由于经常感觉到喉干，建

议多吃一些滋补的食物，如橘
子、甘蔗、雪梨、苹果等，或多喝
水及清凉饮料，但注意不要喝
太甜或者太浓的饮料。戒酒、
姜、椒、芥、蒜及其他辛辣食品。

巧按摩缓解疼痛
首先用手找到自己的“喉

结”（女生的话就找到自己脖子
前面正中线上最突出的部位）
所在，轻吞口水，看看这个部位
是不是随着吞口水的动作会升
降，如果是，恭喜你找对位置
了；然后，用一只手的大拇指顺
着“喉结”水平方向滑动至我们
的胸锁乳突肌上，用指腹轻轻
按揉胸锁乳突肌 5～7 分钟。
平时只要感觉到咽喉部疼痛都
可以尝试利用这个小方法来按

摩，从而缓解我们的咽痛。
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习惯
维持室内的温度和湿度，

保持空气流通。清晨、饭后及
睡觉前要漱口、刷牙，维持洁净
的口腔环境。避免接触粉尘、
有害气体、刺激性食物等对咽
黏膜不利的刺激因素。适当体
育锻炼、保持健康规律的作息、
清淡饮食、保持良好的心态从
而提高自身整体免疫力。

积极治疗原发病
积极治疗可能引发慢性咽

炎的局部相关疾病，如鼻腔、鼻
窦、鼻咽部的慢性炎症；慢性鼻
炎、鼻中隔偏曲、慢性鼻窦炎、
腺样体肥大、鼾症等阻塞性疾
病；慢性扁桃体炎；口腔炎症；
胃食管反流。

（通讯员 杨光谱）

慢性咽炎的调养和改善

你是否有长期喉咙痛的症状？你
是否有喉头发红的症状？你是否有吞
咽困难的症状？这些可能是慢性咽炎。
老百姓有“十人九咽炎”的说法，可见慢
性咽喉炎的发病普遍。现代生活节奏日愈
紧张，伴随气候的变化、空气质量变差、烟酒
刺激增多、进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及粉尘、有害
气体弥散等，很多朋友常常感觉到嗓子不舒服。
慢性咽炎为咽部粘膜、粘膜下及淋巴组织的弥漫
性炎症，常为上呼吸道炎症的一部分，多见于成年
人，病程相对较长，症状也较顽固，容易反复发作。慢性
咽炎常在晨起时出现刺激性咳嗽、恶心、频繁吞口水，感觉
有痰且不易咳出者常表现为习惯性的干咳及清嗓子或咳痰动
作，若用力咳嗽或清嗓子可引起咽部黏膜出血，造成痰中带血。
慢性咽炎虽然看似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却是实实在在影响到我们
日常长期生活的质量。嗓子不舒服，也会影响到我们平时口语表达的效
果，成为说不出来的“痛”。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得慢性咽炎呢？

慢性咽炎的原因

自查慢性咽炎

B

A

慢性咽炎慢性咽炎
说不出来的痛说不出来的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马晋平张天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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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指导：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喉科 麦飞

要做BRCA基因检测？哪些乳腺癌卵巢癌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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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指导：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细胞分子诊断中心 欧阳能太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性痴
呆，其发病率随着老龄化的到来逐
渐升高。老年性痴呆是一种起病
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
行性疾病。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群提醒，老
年性痴呆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老糊
涂”，需要对症治疗，进行药物干
预。如果您或者家里人出现类似
以下症状，就要引起注意了，需尽
快到医院专科就诊。

近期记忆下降是老年性痴呆
患者早期最常见、最突出的症状。
主要表现为：容易忘事，记不起不
久前发生的事情，记不清自己刚讲
过的话或别人刚告诉的某件事。
经常忘记自己的眼镜、钥匙、钱包、
存折等物品放在何处，四处寻找，
一旦找不到就猜疑被某人拿了，引
发家庭矛盾。

有的患者没有影响远期记忆，
甚至能记起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变得怀旧。值得注意的是，这常常
被误以为是老人记忆力还不错，是

患者及家属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做事总是“丢三落四”。以往
烧得一手好菜，现在却经常忘了放
盐或重复放盐。常常忘记关煤气、
关风扇等。

一开始，出现不会算复杂的账
目或计算速度变慢，以后逐渐变成
买菜时候也不会算账，连简单的算
术也要想很久。

早期主要表现为说话比之前
少了；有时因忘记简单的词语，而
突然中断讲话或词不达意；有时又
东拉西扯、喋喋不休，但说出来的
话颠三倒四，让人很难理解。

患者可能不知道今年是哪一
年、现在是几月份，甚至分不清白
天、黑夜；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如自
己居住的街道)常走错方向，甚至

一出家门就迷路。

可表现为突然、无缘无故的情
绪变化，容易生气或闷闷不乐，本
来性格挺好的人，变得很顽固、多
疑，经常怀疑别人，甚至怀疑家里
人偷走了自己存放的东西，怀疑家
里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等。

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不能做出
正确的判断，不能正确处理日常生
活、工作中的琐事。如：把袜子放
到饭桌上等。在学习某些新事物
时感到极度困难,甚至对看电视、
报纸的内容不理解，家里人反复告
知后仍不能理解。

之前的兴趣爱好，比如跳舞、
唱歌、打扑克牌、下棋、浇花等，现
在都不愿意去做了，家里人积极劝
说也不愿意多动。有的患者能在
电视机前呆坐几个小时，或者是长
时间昏睡。 （通讯员 李晓姗）

八症状识别老年性痴呆
○医学指导：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内科 王群

★咽喉部或邻近部位本
身有炎症

★环境变化影响巨大

★靠嗓子的职业

★全身性疾病

●基本技能

掏耳朵

用力擤鼻
强行灌药

喂奶姿势不当

紧捂住嘴强忍着打喷嚏

滥用药物

BRCA基因突变诱发遗
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

男 性 同 样 也 需 要 做
BRCA基因检测

哪 些 人 群 需 要 去 做
BRCA基因的检测？

BRCA基因筛查为预防
和治疗乳腺癌卵巢癌提供支持

记不住事情症状一：

做家务活不利索了症状二：

不会算数了症状三：

说话也不利索症状四：

分不清时间、地点症状五：

情绪和性格改变症状六：

理解力、判断力下降症状七：

兴趣丧失、意志减退症状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