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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位于颈部， 形如蝴蝶。 甲状

腺虽小， 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体，

制造、 储存并分泌甲状腺激素， 可起到

调节人体新陈代谢， 维持人体组织、 器

官正常运转的作用。

近年来， 随着甲状腺知识的普及，

大众对 “甲亢 ” 一词不再陌生 。 “甲

亢” 是一类可以治疗、 且治疗效果较好

的甲状腺常见病。 需要警惕的是， 甲状

腺也有危象， 如果不积极治疗， 甲亢也

会危及生命。

甲状腺危象， 也称为甲亢危象， 是

甲亢症状急性加重的一个综合征， 发生

原因与甲状腺激素大量进入血液循环有

关。 甲亢危象是甲亢最严重的并发症，

死亡率高达 20%以上。

甲亢危象的临床表现有： 高热 （体

温高达 39℃以上）、 大汗淋漓、 皮肤潮

红； 烦躁、 焦虑不安、 嗜睡； 心动过速

（心率大于 140 次/分 ）、 心跳不规则 、

胸闷、 气喘； 食欲减退、 恶心、 呕吐、

腹泻、 皮肤发黄； 严重者会出现心衰、

昏迷甚至休克。 一小部分患者表现不典

型 ， 主要表现为低热 、 表情淡漠 、 嗜

睡、 乏力， 最后陷入昏迷甚至死亡， 这

种称为 “淡漠型” 甲亢危象。

甲亢危象的出现也有一些先兆表

现 。 当患者出现体温升高 ， 徘徊于

38℃至 39℃之间； 心率增快， 在 120 至

159 次/分； 食欲不振、 恶心、 大便次数

增多； 焦虑、 烦躁不安等症状时， 需立

刻就诊。

甲亢危象多发生在未给予治疗的病

情较重的甲亢患者、 或者治疗不充分的

甲亢患者。 但也并非每位患者都会发生

甲亢危象， 诱发的原因主要有： 感染、

精神创伤、 过度劳累、 突然停用抗甲状

腺药物、 手术等。

如果患者出现甲亢相关症状加重的情况， 需要立刻

到医院就诊， 及时处理。 一旦确诊需立刻治疗。 甲亢危

象一般会合并多脏器衰竭， 治疗上包括消除诱因、 抗感

染、 使用大剂量抗甲状腺药物、 应用糖皮质激素、 控制

心率、 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等。

（作者为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杨篷

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
人的听力健康，是关系其生活质
量的大事。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
示，全球约三分之一65岁以上老
年人存在中度或中度以上的听
力损失。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
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第三
高的慢性疾病。

生活中，很多人误以为老年
人“耳背”是自然现象，不用去检
查，更不需要治疗。事实上，导致
老年人耳背的原因多样，其中很
多情况若尽早干预、妥善处置，
便可有效改善。

人老耳背，真的正常吗

老人耳背发病原因多样

从临床来看，老年人耳背发病原因逐渐

呈现多样性。具体来说包括几方面：

衰老：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随着年龄

增长、器官老化，主管听力的耳朵功能下降，

比如声电转换器毛细胞的衰老退化，负责声

音传递的听骨链老化，这与个体基因差异有

关，但更多是后天环境因素导致的。

鼓膜穿孔： 鼓膜的作用是接收声波振

动，穿孔后便失去了部分振动作用，导致听

力下降。如果抵抗力下降，还会反复感染，进

一步影响听力。即使不感染，中耳结构长期

暴露在外，也会加速损耗。

噪音：环境噪音污染无处不在，老年人

长期接触噪音，耳朵功能会加速下降。

梅尼埃病：该病的特点是波动性听力下

降，耳鸣、眩晕和耳闷胀感，长期反复发作会

在老年时期达到听力下降的顶峰。

一些耳朵的未察觉肿瘤： 多数是良性

的，会逐渐长大影响听力，比如听瘤、外耳道

乳头状瘤等。

耳屎：也称为耵聍。身体状态下降易致

耵聍腺分泌异常耳屎堆积，长期发展导致栓

塞引起听力下降，这种情况只需经过简单耳

科处置即可恢复如初，但门诊确实碰到有些

老人因忽略而导致长期耳背的情况。

慢性全身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全身

性疾病如果控制不好，会影响外周末梢血供减

少。供应耳朵的血管不但少，且只有一根纤细

动脉，很容易受到影响，内耳氧和营养供给下

降，导致慢性损伤，出现听力逐渐下降。

突发性耳聋：这是人群常见听力下降的原

因，老年人更易造成不可逆的听力下降。一旦

发生尽早就医最重要，可惜老年人常因自身或

外周原因，错失最佳治疗机会。

分泌性中耳炎：这是感冒容易引发的中耳

疾病，表现为中耳液体潴留、中耳积液。由于老

年人耳朵本就不太好，即使因分泌性中耳炎造

成听力下降或不适也难以察觉，往往会等待很

久才就诊，造成治疗复杂化。

伴随这些情况应尽早干预

对老年人来说，耳背情况相对常见，一般

无需特殊处理，当有些情况伴随耳背出现时需

要警惕。

比如，耳背突然加重，之前常听的声音突

然听不到或者听起来没有以前响了；耳背逐渐

加重， 但两个耳朵加重的程度明显不一样；伴

随着耳背出现了耳鸣或者先前耳鸣加重出现

了眩晕；伴随耳背出现了头痛、耳痛、耳闷堵情

况……当出现这些情况时，往往说明存在需要

尽快处理的问题，如果不尽早处理，将错过最

佳治疗时机。

要注意的是，耳背作为听力下降的一种表

征，一般不会引起人体其他问题，但对周围声

音感知能力下降， 大脑接收信息随之下降，可

能引起反应迟钝，往往会增加老年人活动期间

的风险。因此，还是建议尽早干预。

临床上对于耳背的治疗比较成功，尤其是

治疗引起耳背的原发病。 比如血液供应不良，

给予疏通血管的药物； 中耳炎则清理病变；修

补鼓膜手术； 对于肿瘤给予切除后听力重建

等。

针对单纯的听力下降，老年人也可以请验

配师验配助听器，如果助听器效果不佳，可以

请耳科医生进行人工耳蜗干预。

避免长时间接触噪音

老年人耳背是常见的。当家中老年人出现

耳背时，作为小辈应该体贴谅解，尤其与老人

交流时，尽可能靠近讲话、语速放慢、音量适当

提高，可增加手势辅助。

临床上也遇到过老年人拒绝干预手段的情

况。建议小辈多抽些时间，陪老人看耳科，按照

医生的医嘱进行干预，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尽管老年人耳背多数是衰老的表现，但也

并非不可预防，即使有个体基因差异，如果后

天能够避免危险因素，也可较大改善。

老年人预防耳背最主要的是避免长时间

接触噪音， 尽早解决耳朵本身的炎症性疾病，

避免熬夜， 感觉耳朵不舒服持续超过3天即可

就诊。同时，积极治疗全身系统性疾病，避免耳

毒性药物的使用。

［相关链接］

老年人饮食也要多加注意：

1、宜素少荤
医学研究证明，许多老年病与嗜食荤腻有

关。老年人一般好静少动，热能消耗较少，过多

摄取荤食或经常饮食过量， 既加重胃肠负担，

又易肥胖，导致诱发多种疾病。

2、宜鲜忌陈
新鲜食品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吸收。老年

人的食物以随购随食为好， 尤其是在夏季，以

免肠胃受累，引发其他疾病。

3、宜少忌多
老年人食物应依据少而精、少食多餐的原

则。 把胃填得太满是老年人饮食生活之大忌，

长此以往不利健康。

4、宜淡忌咸
过咸、过甜、过辣的口味对老年人都不适宜，

患有高血压、心肾疾病的老年人口味更宜清淡。

5、宜温忌冷
老年人多为虚寒之体 ， 温食可暖胃养

身。平日里应少吃冷食 ，更忌生食 。即使在盛

夏伏暑 ，过食冷饮也会对老年人身体健康产

生危害。

（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耳鼻咽喉
科主任医师）

妇幼卫生发展的探索者、先行者、见证者
口述人：华嘉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副院长、我国妇女保健学科带头人之一）

我1950年进入上海市第一妇婴保

健院工作，至今已70余年，亲身经历了

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从普及新法接生

到推广住院分娩， 再到首创孕产妇系

统保健和管理， 从以医疗为中心的服

务模式到以保护母婴安全为中心的转

变， 从三级妇幼保健网到规范妇幼保

健制度与体系建设等。

在党的领导下， 按照党和国家妇

幼卫生健康方针政策，通过探索研究、

先行实践、形成制度、全面推广，为上

海和全国妇幼保健事业建设发展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普及新法助产妇更
健康分娩

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孕产妇死

亡率高达1500/10万。 即使是上海这样

的大城市， 科学的产科服务也未能普

及，应用新法接生处理的产妇仅占50%

左右，1949年上海孕产妇死亡率也高达

320/10万 ， 新生儿死亡 率 为 20.7 -

40.5‰。 民间甚至将妇女生孩子比作

“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

我院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上海

市立妇婴保健院，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

三个省市级妇婴保健院之一。当时医院

的主要工作是普及新法接生，加强对区

内联合妇幼保健站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妇女生孩子由区里联合妇幼保健站负

责接生，发生难产等问题时，都由区妇

幼保健所负责转到我院处理。

当时引起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

产后大出血和产褥感染等新问题。加

强消毒隔离、预防感染和产科出血，迫

在眉睫。由于政府十分重视、产科学界

非常努力，上海普及新法接生、提倡产

妇住院生产，得到很大进步，1956年上

海的住院分娩就达到了普及。

1956年3月，我参加了国家卫生部

在北京天坛举办的历时两个月的全国

妇幼卫生行政干部训练班。 训练班专

家强调住院分娩的无菌操作， 包括消

毒隔离、预防交叉感染等措施。我回上

海后，在市卫生局的统一部署下，向全

市卫生健康系统做了传达， 一妇婴带

头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消毒隔离制度。

1996年，一妇婴开始推行人性化产

科服务，引进“导乐”陪伴分娩，将产时服务

模式从以医疗为中心转回到以产妇为中

心的轨道上。此后，一妇婴逐步开展家庭化

分娩，产科的设置以“三合一”替代过去流

水作业式的分设待产室、产房和休养室。

坚持临床和保健相结合

办院之初，医院便定期组织妈妈会、

儿童会， 在门诊、 病房等地张贴宣传墙

报，进行孕产期保健宣教；每位孕妇产前

检查结束后， 都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咨询

指导。我们做这些事的目的，就是要让群

众主动接受科学的医疗服务和指导。

那时，全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时任上

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王淑

贞来我院参观后由衷赞扬， 保健院突出

以保健为中心，和产院就是不一样。我还

曾参加各种医疗队，下农村、进工厂、下

里弄……为的就是将先进的妇幼保健知

识传播得更广更远。

1978年， 我被调到上海市卫生局任

妇儿处处长。当时，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

事就是重建上海市三级妇幼保健网，建

立了孕产妇保健的各项常规制度。 我们

在全国率先提出 “孕产妇系统保健”概

念，创立了孕产妇联系卡（后改为孕产妇

健康手册），以上海为试点形成规范化孕

产妇系统管理制度，后又推广至全国，孕

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明显下降。

70多年来，在全市妇幼工作者的共同

努力下， 我们持续推进妇幼保健工作。随

着孕产妇系统保健管理的覆盖、妊娠风险

预警制度的建立、上海市危重孕产妇抢救

中心及网络的建设……上海市孕产妇死

亡率已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在妇幼卫生工作推进过程中， 早产

儿、新生儿救治同样备受关注。

上世纪50年代初期， 一妇婴便启动

了早产儿护理研究， 率先在院内为早产

儿收集母乳、建立母乳库等。至上世纪50

年代中期，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早产

儿护理规范，还受卫生部委托，举办全国

性的第一期早产儿护理培训班。

我院还开展了新生儿窒息复苏的研

究。 石树中医生被誉为 “新生儿窒息之

父”，他成功研制新生儿喉镜，并将新生

儿气管插管技术推广应用， 使得新生儿

窒息复苏成功率大幅度提升。 一妇婴建

院60周年时， 他还推出创新型单手操作

新生儿复苏器。

大力提升妇幼卫生学科建设

解放后， 上海妇幼健康保健经历了

恢复重构、 建设发展与探索创新发展，

虽有起落 ， 但自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医

疗、 防疫、 妇幼被列为卫生工作的三大

支柱， 妇幼卫生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

建立全国三级妇幼保健网， 训练老法接

生婆、 普及新法接生、 推广住院分娩，

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

成绩斐然。

1991年，国家层面经过反复论证，决

定在医学院设立妇幼卫生系。 我国第一

个高等医学院妇幼卫生系在同济医科大

学成立。此后，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

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

西安医科大学等相继建立了妇幼卫生系

（专业）。

一些省属医学院创办了妇幼卫生大

专班，许多地方开展了中专在职教育，极

大地提高了妇幼卫生专业队伍的整体素

质。当年，我就开始组织编写《妇女保健

学》，2005年和2006年又编写了 《妇女保

健新编》的第一版和第二版，2010年编写

的《现代妇女保健学》出版。

在主管部门的支持下， 以一妇婴为

基地， 不断组织开展全国性的妇女保健

培训活动。1983年，一妇婴被命名为世界

卫生组织 （WHO）妇幼保健培训及研究

中心，1984年又被列为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UNICEF）的妇幼保健培训中心。

如今， 在健康中国2030国家战略实

施与行动计划指引下，我们有信心、有基

础， 通过上海全体热爱妇幼保健事业的

专业团队的共同努力， 一定会继续做好

妇婴健康的守护人， 上海妇婴保健事业

也一定会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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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朝

本版图片：视觉中国

奋力奔跑在中国遗传医学发展最前沿
口述人：曾溢滔（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创始人）

“浪奔浪流，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

休……” 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建院 80

周年庆祝晚会上 ， 我带领上海医学

遗传研究所全体同仁高歌一曲 《上

海滩》。 这句百转千回、 气象万千的

歌词恰好正是我国医学遗传学这段

波澜壮阔 、 气势恢宏的历史的真实

写照。

我所在的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从

最初一间 20平方米的小房间， 至今发

展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重点实验室，

我们团队走过的艰辛科研道路及收获

的一系列成果， 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人民卫生事业和科学技术人才的高度

重视。

小小研究室引国际同行关注

我祖籍广东顺德， 少年时就非常

喜欢读书，老师和同学们称我是“那个

读过图书馆每一本书的学生”。

1962 年，我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本

科毕业后考取了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

所的研究生，一度从事针刺麻醉工作。

直到 1978 年， 受上海市卫生局委托，

我在上海市儿童医院筹办了一期医学

遗传学习班， 邀请了几位著名教授前

来授课。为配合授课，上海市儿童医院

的烧伤病房临时布置了一个示教实验

室， 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医

学遗传研究室。

研究室设备十分简陋， 刚成立第

三天， 我们就接待了一位贫血原因不

明的外国女留学生。 我和夫人黄淑帧

带着年幼的女儿曾凡一吃住在实验

室，靠着一台自己制作的高压电泳仪，

完成了病人的血红蛋白一级结构分

析， 诊断她罹患的是一种新型地中海

贫血。 这也是我国完成的首例血红蛋

白化学一级结构分析。 该项工作被邀

请在中国遗传学会成立大会上作大会

报告。 这项成果还引起国际同行的关

注。从此，我们这个小小的研究室走上

了国际科技竞争的舞台。后来，研究室

也改制成为中国第一所医学遗传研究

所———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

血红蛋白疾病中对人类健康危害

最严重的是地中海贫血 （简称 “地

贫”）。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遗

传所就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地贫”等常见

遗传疾病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 20 世

纪 90 年代初，我和遗传所团队根据自己

对基因调控研究的结果, 尝试通过羟基

脲调控血红蛋白基因的表达来治疗 β

地中海贫血获得成功。

创建转基因羊全新技术路线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国务院批准

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纲

要》。 863 计划有力促进了中国高技术及

其产业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我的学术

生涯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 尝试将医学

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和胚胎工程技术嫁

接到农牧业研究的新领域， 开展转基因

羊的研究。

1986 年 ， 北京农学院胡明信 、 吴

学清教授夫妇找到了我和黄淑帧教授，

希望合作研究奶牛性别控制技术。 经过

4 年多刻苦攻关 ， 终于在 1990 年首次

克隆了牛类性别决定基因 SRY 的核心

序列， 率先提出和实施通过检测奶牛胚

胎的 SRY 基因来鉴定其性别的思路和

技术方法， 并与胡明信、 吴学清教授等

对 209 头奶牛胚胎进行性别鉴定和选择

性地胚胎移植来控制奶牛的性别， 为我

国在这一领域走在国际前列作出了卓越

贡献。

1984 年，施履吉院士在国际上第一

次提出通过转基因动物制作乳腺生物反

应器来表达外源基因的构想， 然而这一

原创性科研工作受当时客观条件所限，

未能完全实现。 1992 年，国外首例携有

药物蛋白的转基因羊出世， 一个中国科

学家的原创思想， 却首先在国外形成雏

形，这令我十分痛心。我密切关注着国际

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和发展态势， 经过

深思熟虑， 下决心制订了一项长远的动

物转基因制药研究规划。

1993 年初， 在上级领导支持下，我

们以“农-科联合体”的形式果断接收了

一个濒于破产倒闭的养牛场， 不到 3 年

就将它转亏为盈。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

开展转基因羊的研究， 但转基因羊研究

难度极大，成功率极低。我和黄淑帧教授

分析了经典的转基因动物技术路线上的

缺陷，创建了以“整合胚移植”为技术基

础的转基因羊的全新技术路线。 运用这

套技术路线，乳汁中具有人凝血因子 IX

活性的转基因山羊于 1998 年问世。

不甘人后永争第一探新路

1999 年 2 月 19 日， 上海医学遗传

研究所奉新动物试验场成功培育出我国

第一头携带人血清白蛋白基因的转基因

试管牛“滔滔”。 通过转基因动物来生产

药物是迄今人们所能想象得出最为有

效、 先进的系统。 转基因动物就如一座

“动物药厂”， 其乳腺可以源源不断地分

泌目的基因产物 (药物蛋白)。 不但产量

高， 而且表达的产物已经过充分修饰和

加工，具有稳定的生物活性。作为生物反

应器的转基因动物又可无限繁殖， 具有

成本低、周期短和效益好的优点。

“滔滔” 诞生后， 在全国引起巨大

反响， 包括 《文汇报》 等 20 多家媒体

进行了报道 。 这项研究被评为中国

1999 年十大科技进展———十大基础研

究成果， 并名列榜首。 与传统的制药模

式相比， 转基因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制

药具有生产成本低、 效益高、 产量高、

稳定性好， 而且产品可以进行正确的翻

译后修饰等独特的优越性， 有望成为本

世纪新型生物产业。

2003 年 3 月，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

医学遗传研究所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冠

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这

是医学遗传所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科研人员从建所初期的 15 人发展到今

天的 40 多人，还从国内外引进了学有所

成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风雨沧桑、壮志未休。上海医学遗传

研究所从最初一间 20 平方米的小房间

起步， 到发展成为今天有国际影响力的

重点实验室，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坚强

领导下，医学遗传事业必将后继有人、前

途远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