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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静 通讯员三医宣

随着秋季的到来，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变大，容易引起感冒。虽说人人都曾伤风感冒，

但感冒也绝非小事，尤其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可能会引发心肌炎。

三水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郑晓东提醒，感冒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剧烈运

动。一旦出现心慌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感冒非小事 当心惹来心肌炎
三水区人民医院医生提醒感冒后避免剧烈运动

9月2日晚，某媒体知名主持人突然因

病去世，年仅42岁。有消息称，他在感冒尚

未痊愈的情况下，夜间锻炼身体，引发了心

肌梗死，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在很多人看来，感冒期间，通过运动排

汗，有利于病情的恢复，但是为何该名主持

人却因此不幸身亡？

郑晓东认为，感冒运动后引起心肌梗死

的案例极为少见。但是在感冒期间，尤其是

患有病毒性感冒的情况下过量运动，不但对

病情的恢复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还会增加

某些疾病的发生概率。其中最为常见的就

是病毒性心肌炎。

据悉，病毒性心肌炎是心肌炎中最常见

的类型。是指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局限

性或弥漫性的急性或慢性炎症病变，一般与

上呼吸道病毒或是肠道病毒感染有关。例

如柯萨奇病毒、感冒病毒、流感病毒等。

病毒性心肌炎有两种发病机制。第一

种机制是病毒通过血液循环，直接侵犯心

肌、心内膜、心外膜，在细胞内繁殖，引起细

胞溶解、水肿、坏死、心肌断裂及细胞浸润等

改变。第二种则是病毒与机体的免疫反应

共同作用，直接造成心肌损害。

郑晓东表示，感冒后，体内的防卫系统

会奋起同入侵人体的病毒进行“战斗”。如

果再进行剧烈运动，会导致机体消耗过度，

削弱人体抵抗力。再加上运动时心脏负荷

增加，让病毒有机可乘，有可能通过血液扩

散到心脏，从而引起病毒性心肌炎。

“除了剧烈运动外，感冒后休息不充足，

也容易引起病毒性心肌炎。”郑晓东解释，休

息不足也会造成人体抵抗力下降，心脏负担

加大。他告诉记者，他曾接诊过一个病人，

由于感冒期间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发生

剧烈胸痛胸闷后来医院就诊，检查时心率超

140次/分钟，心肌坏死标志物升高，最终被

诊断为心肌炎。住院了十天才康复。

据了解，病毒性心肌炎早期多表现为

普通感冒或胃肠炎。1～3周后出现如胸

痛、心悸、呼吸困难、疲劳、肌肉疼痛等症

状，或仅有低热、明显乏力、不思饮食、腹

泻等，症状持续3～5天甚至更长，容易被

忽视，却是诊断心肌炎的重要线索。

感冒后若出现上述症状，需及时到医

院就诊。郑晓东表示，病毒性心肌炎主要引

起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可以通过治疗痊

愈。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发展成重症

暴发性心肌炎，严重影响心脏的循环功能，

出现心功能衰竭，甚至引起猝死。因此，如

出现心肌炎相关症状应及时到医院查明病

因，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治疗。

郑晓东表示，目前对于心肌炎患者，

主要采取住院治疗。要求患者必须卧床

休息，减少活动，直至心肌病变停止发展，

心脏形态恢复正常。医生会根据症状给

予相应药物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心肌炎患者出院后仍

要严格遵照医嘱，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注

意日常休息。“很多病人以为出院了就可

以完全恢复正常生活，但有相当大一部分

人，由于出院后不注意，急性心肌炎演变

为迁延不愈的疾病。”郑晓东表示，患者康

复后，要在饮食、作息上加以控制，保持

良好的生活方式。半年至一年之内不能

进行跑步、打羽毛球等剧烈运动，还要

随访观察三年，每年做一次心脏B超，

以防发生扩张型心肌病。

针对感冒患者，郑晓东建议，不

要把感冒当作小病。感冒期间，

要避免过量运动、过度劳累，保

持足够的休息。饮食方面，

以清淡为主，少吃冷冻、煎

炸、辛辣等刺激性食物，

多饮水，多吃橘子、

猕猴桃等水果，补

充维生素C。

在治疗上，平足症早期可

采用康复治疗来进行干预，如

用足趾行走、进行提踵外旋运

动、屈趾运动、踮脚尖、跳绳、打

球、跳远等弹跳性运动等，并使

用平足鞋垫或穿平足矫形鞋予

以改善。

对于晚期患者或情况较为严

重者，可在手足整形外科采用手术

治疗。如距骨下三关节融合术、骨

桥切除术以及肌腱移位术等。

扁平足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可通过以下方式减轻足部疼痛：

1.变换多种走路姿势，防止足

部过度疲劳，减轻足部负担；

2.注意护理工作，经常锻炼小

腿和足部肌肉，增强肌肉力量；

3.常用热水泡脚，可以适当在

热水中添加中草药，促进脚部血

液循环；

4.尽量穿平底鞋，不穿带跟的

鞋。平时也可以穿矫正扁平足的

鞋或者使用此类鞋垫，可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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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来到三水区人民医院就诊的年轻

（20~35岁）痛风患者数量有所增加。其中病

情严重的患者都有超重或肥胖、不控制饮食、

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且不规范治疗等情况。

三水区人民医院医生提醒，即便是年轻人，也

要注意控制饮食，控制体重，坚持运动，多饮

水。查出痛风后更要规范治疗。

日前，26岁的李强（化名）因右足关节疼

痛难忍，来到三水区人民医院就诊。李强告

诉接诊医生，23岁时，他就已经患上痛风。经

过治疗后，症状缓解的他在接下来几年在饮

食上有所控制，痛风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

但是近段时间，他又开始放飞自己。饮

食上不加以控制，过量摄入嘌呤和高糖类食

物，而且平时缺乏运动，痛风又找上门来。这

一次他的右足关节疼痛了1天，连行走都受

到了影响。

接诊医生在开药后再次提醒李强，要坚

持服药，不要仗着年轻就胡吃海喝。尿酸太

高且长期得不到控制，不仅会引发痛风，还会

影响肾功能。

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痛风的年

轻患者越来越多。三水区人民医院内分泌内

科主治医师邓颖玉建议，预防或治疗痛风，不

论是否有遗传因素，都应该做到健康饮食、作

息规律、适量运动。如果家族直系亲属有痛

风相关病史，更要重视定期体检，早诊断早干

预，谨遵医嘱。

三水区人民医院肾脏风湿免疫科医生杨

泽滨表示，痛风的治疗初期可通过饮食控

制。例如少进食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如动

物肝脏、肥肉等；低糖少油少盐，多吃新鲜蔬

菜水果、牛奶等，多饮水（每天大约2000毫

升）,不吃高嘌呤食物如海鲜、河鲜、高汤、火

锅等。

杨泽滨还提醒，痛风不是普通的发烧感冒，

不是用药缓解之后就万事大吉，需坚持长期治

疗，避免痛风对身体造成其他的损害。

胡吃海喝一时爽
小心痛风“找上门”孩子走路姿势异常 可能是扁平足

“医生，为什么我家孩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长时间站立或步行就会说疼？”在三水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门诊，接诊医生经常会遇到家长们的提问。家长们经常反映自己孩子的脚掌是平的、鞋跟内侧磨损很快、走路的

脚型有点“内八”姿态。这其实都是“扁平足”惹的祸。

扁平足的自我检测可采取目测

法、足印法、影像检查等方式，建议在

正规医院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操作测

试，不要轻信一些打着“筛查义诊”幌

子的社会机构，避免出现误诊。

具体方法:

1.目测法：平足症的患者，检查时

可见足纵弓低平或消失，并有足外翻、

足舟骨结节塌陷向内突出的症状。

2.足印法：测试者可以在脚底涂满

油墨，在白纸上站立，平足症的足印会

出现腰部增宽的现象。

3.影像检查法：平足症的患者进行

影像检查后，足部骨骼影像可显示正

常负重时，X线侧位片显示距骨、舟

骨、楔骨和跖骨的轴线在一条直线上。

不同程度的扁平足示意图。/医院供图

1.疼痛：常为足底内侧的疼痛，在

长期站立或行走后有进行性加重的现

象，有时疼痛也会发生在外侧外踝附

近；

2.拇指外翻：扁平足走路常呈八字

状，这样的姿势脚跟容易受伤，且鞋子

容易受到磨损；

3.肿胀：关节长期疼痛可导致关节

液渗出，发展为关节外肿胀，影响关节

活动；

4.步态异常：跑跳能力甚至行走能

力的下降，步态蹒跚，脚状如外八字

等，足弓明显低平塌陷，严重者可导致

跗骨关节炎；

5.畸形：脚踝关节的柔韧性下降甚

至僵硬，可造成关节畸形，甚至影响骨

骼发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导致孩子的脊

柱发育也受到影响，例如膝外翻、骨盆倾

斜、脊柱侧弯、高低肩等。

6.其他关节代偿变化：膝关节和髋

关节代偿性的外翻和内旋，长此以往

可能会引发下背部、髋关节、膝关节的

疼痛甚至关节炎，此外，还可能导致韧

带、肌腱等损伤。

扁平足是指先天性或姿态性原因

导致的足弓低平或消失的一种足畸形，

通常可分为柔韧性和僵硬性两类。

儿童的足弓常常在3~6岁形成。

两岁之前90%的宝宝都是扁平足，到

了3岁左右宝宝的脚就会慢慢形成明

显的足弓。3岁以后，如果宝宝的脚底

还是扁平的，那就有可能是扁平足，需

要进行专业检查确认，并且采取一些

科学的矫正方法。

感冒后剧烈运动易诱发心肌炎

日常调节是防治心肌炎的关键

来源：三水区人民医院
整理：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静

一、什么是扁平足？

二、扁平足有什么危害？

三、扁平足如何检测？

四、扁平足的治疗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