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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是重要的生理状态，它
让我们有机会从白天的身体活动
中恢复过来，获得新的能量。

儿童鼾症是指2岁-10岁儿
童常见的睡眠疾病，多表现为晚
上睡觉打呼噜、张口呼吸、盗汗、
易惊醒、尿床、长期鼻塞等。长此
以往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发育
健康，导致孩子反复鼻炎、鼻窦
炎、中耳炎发作，听力下降、嗜睡、
学习能力下降、发育迟缓等诸多
不良后果。

其实导致孩子打鼾的原因很
简单，大部分都是因为扁桃体和腺
样体肥大。治疗原则就是该用药
用药，该手术手术。需要医生根据

具体的情况进行专业的判断。
为了解决“呼噜娃”的睡眠障

碍问题，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鄞州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将举
行儿童鼾症免费筛查活动。

时间：7月4日至7月8日，每
天8：30-11：00。

地点：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
院（鄞州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门
诊614诊室。

活动内容：免费进行儿童睡
眠鼾症综合评估、鼻内镜及耳内
镜筛查。

本活动无需报名，参加活动
者按到场先后顺序完成就诊。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郑瑜

鄞州人民医院
暑期“呼噜娃”免费筛查活动来了

据介绍，宁波市中医院内分泌
科结合中医的“气病理论”，将糖尿
病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分为四
个阶段：原始期、前驱期、消渴期和
逆归期。原始期也就是糖尿病易
感人群，临床检测血糖、胰岛素、糖
耐量等生化指标往往均在正常范
围，但大多存在糖尿病家族背景、
缺乏劳动、体形肥胖等高危因素；
前驱期就相当于上述的糖耐量异
常和空腹血糖受损；消渴期相当于
临床糖尿病期；逆归期相当于糖尿
病并发症期。

原始期和前驱期是综合防治糖
尿病的最佳时机，早干预早治疗可
阻断或延缓其发展成糖尿病。在消
渴期和逆归期，建议中西医结合，并

配合饮食、运动、舒情等综合治疗。
周开表示，体检发现血糖升

高，不要恐慌害怕，也不要忽视不
管。积极就医，积极复查血糖及糖
尿病相关并发症，改变不良生活方
式，血糖可得到有效控制。他曾经
遇到一位患者，2018年体检时血糖
值已到10.97mmol/L，当时并未引
起重视，也没到医院就诊治疗。
2019 年体检时，空腹血糖已到
14.54mmol/L，胰岛功能受损，这
才着急了。后通过胰岛素泵强化和
中药调理等综合措施，患者的血糖
得到了良好的控制，目前处于缓解
期，不用服西药。现在，该患者仍坚
持每年体检，定时监测血糖。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陈君艳

6月 30日，宁波市第一医院
方桥院区启用，门诊正式开诊。
记者从宁波市第一医院了解到，7
月1日-7月14日期间，该院方桥
院区所有门诊实行义诊，全部出
诊医生免门诊诊查费。

6月24日，市第一医院方桥
院区线上多渠道预约开启。与
海曙院区相同，方桥院区采用

“实名全预约分时段就医管理模
式”，市民朋友可在“宁波市第一
医院”及“健康宁波”微信公众平
台提前预约。

据介绍，义诊期间，宁波市第
一医院党委书记阮列敏，党委副
书记、院长孙杰等党政班子专家
医生，医院首席专家、二级主任医

师陈晓敏以及高翔、蒋军辉、欧阳
桂芳、崔翰斌、朱建华、曹超、丁小
云、季蕴辛、励丽等所有市级及以
上重点学科带头人全数出诊。

有市民关心，在一院两区的
情况下，怎么就诊更方便呢？医
院门诊部负责人透露了挂号小妙
招：方桥院区专家预约开启后，市
民朋友可以在宁波市第一医院线
上预约平台搜索专家姓名，点击
按院区排序，号源紧张的情况下，
哪个院区有号就去哪里；号源有
余的情况下，选择就近就诊。届
时，院区之间还将有免费的交通
接驳车供市民朋友乘坐。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俞水白 童晓昉

7月1日-14日

市第一医院方桥院区
所有门诊实行义诊

■解读体检报告单系列报道④

注意这个指标！
一旦异常，一只脚就已踏进糖尿病门槛

血糖，即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随着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人们对体
检中血糖值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宁波市中医院内分泌一科主任周开主
任中医师提醒说，一旦发现糖耐量异常，一定要积极尽早进行干预。

正常人血糖的产生和利用处于
动态平衡状态，空腹时血糖的正常
值为3.9mmol/L-6.1mmol/L。

血糖异常就是这个平衡被打
破了，包括高血糖和低血糖，都是
血糖异常。长期的高血糖可表现
为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常
常并无自觉症状，体检时发现血糖
升高。低血糖一般表现为心悸、出
汗、饥饿，严重者可出现意识不清、
昏迷等。

据介绍，血糖升高可分为生理性
升高和病理性升高。进食含糖食品、
情绪激动、高度紧张、剧烈运动等，都

会使血糖暂时性升高，这属于生理
性。病理性升高可见于糖尿病、慢性
胰腺炎、心肌梗死等，其中最常见的
病因是糖尿病。长期高血糖得不到
控制会使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病
变，导致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如肾
功能受损、神经病变、眼底病变、心脑
血管疾病、糖尿病足等。

血糖降低也有生理性和病理
性，生理性降低常见于饥饿、剧烈
运动、妊娠、哺乳等，病理性降低常
见于胰岛细胞瘤、糖代谢异常、严
重肝病、长期营养不良、注射胰岛
素过量等。

血糖异常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

周开介绍，拿到体检报告单，
如果空腹血糖大于6.1mmol/L，应
及时咨询内分泌科医生，帮助评估
目前的糖代谢状态。可到医院做
一个糖耐量试验，这是目前诊断糖
尿病的“金标准”。如果糖耐量试
验中的空腹血糖仍为6.1mmol/L-
6.9mmol/L，或口服葡萄糖后2小
时血糖为7.8mmol/L-11.0mmol/L，
则为糖耐量异常。若空腹血糖为
6.1mmol/L- 6.9mmol/L，餐后 2
小时血糖小于7.8mmol/L，则为空
腹血糖受损。而如果体检单上空
腹血糖大于等于7.0mmol/L，没有
特殊原因，建议复查空腹血糖和餐
后2小时血糖。如果复查空腹血糖
仍大于等于7.0mmol/L，或餐后2
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mmol/L，

则可确诊为糖尿病。
糖耐量异常和空腹血糖受损

都属于糖尿病前期，通俗一点来
说，就是一只脚已经踏进糖尿病的
门槛里了。

因此，发现糖耐量异常，一定
要积极、尽早进行干预，尽早把血
糖控制下来。饮食方面，在保证营
养均衡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能量和
糖分的摄入，主食结构上精粮和粗
粮搭配，多吃膳食纤维丰富、且能
增加饱腹感的新鲜叶子类蔬菜。
蛋类，奶类、肉类都可每日摄入，但
要注意量的控制。

加强运动，以有氧锻炼为主，
可以进行慢跑、骑行、游泳等活动，
老年朋友也可以选择更为缓和的
快步走、广场舞等运动形式。

体检常见的是糖耐量异常

血糖异常的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措施

周医生周医生（（左二左二））带着科室同事查房询问患者病情带着科室同事查房询问患者病情。。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宁波市第一医院方桥院区宁波市第一医院方桥院区。。 市第一医院供图市第一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