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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在外地从事服装行业，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日常工作时
思路敏捷，是个干练果断的女强
人。但3年前开始，她的状态悄悄
发生了变化：体型就像吹气球一
样，胖得停不下来，短短一年半胖
了近10公斤。尽管尝试过节食等
方式减肥，但很快就反弹。更让她
郁闷的是白天总提不起精神，明明
前一天晚上也睡够了，可白天还是
老打瞌睡。时间久了，她发现自己
记忆力也变差了，时常忘了客户下
订单时交代的细节，好几次返工，
费工又赔钱。

与此同时，她对身边人的态度
也越来越差，就连她平时最亲密的
女儿也和她减少了联系。闺蜜告
诉她，可能是更年期到了，去调理
调理。可跑了多个医院常规检查

却未发现器质性疾病。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终于，

陈女士在朋友介绍下来到宁波市
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找到姜静波
主任。在诊室里，饱受疾病折磨的
陈女士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因为
身体原因，生意也暂停了。

在姜静波的建议下，陈女士在
医院里做了睡眠监测。第二天拿
到监测报告时，她自己也吓了一
跳。报告显示：7小时里，她的呼吸
暂停多达60多次，最长暂停90秒
以上，夜间血氧饱和度最低只有
40%左右。困扰陈女士的罪魁祸
首终于找到了——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姜静波告诉陈女士，她患的
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征，只要在坚持无创通气治疗

的基础上，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需要吃一颗药，她的不适都能
得到改善。

针对陈女士肥胖情况，营养
师为她定制可口的减脂餐；运动
医学团队根据她的个人情况制定
了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
方案，循序渐进；心理咨询师及时
干预，正确引导，为其树立信心；
中医师根据体质辨识，为她开具
调理的中药茶包，甘甜可口，适合
每日饮用。

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和干预，陈
女士成功减重5公斤，血脂、血压也
控制得很好。再次走进姜静波的门
诊时，她容光焕发：“姜主任，我的
生意又恢复了，一切都好起来了！”

记者 陆麒雯 实习生 杨宁
通讯员 徐颖 陈旭桑

“终于可以大方地和人握手了，想
要好好谈一场恋爱！”日前，23岁的小
陈从鄞州区第二医院胸心外科病区顺
利出院——通过一个约20分钟的手
术，摆脱了困扰他10多年的“心病”。

手汗多这件事，多年来让小陈苦
不堪言。据他回忆，从青春期开始，自
己的双手就总是汗淋淋的，稍微有点
紧张或身处密闭空间时，双手更是“滴
汗如雨”。考试时，写着写着卷子就湿
了；打字时，敲着敲着汗液就滴落到键
盘上；工作社交时，他都不敢和别人握
手，生怕遭人嫌弃，更别提和女孩子谈
恋爱了……

“医生，我实在受不了了，这能治
吗？”近日，下定决心的小陈来到鄞州
区第二医院胸心外科专家门诊救助。
他向医生当场演示了自己的“魔术”。
短短一分钟，被他握在手心的纸巾竟
然直接变成了“湿巾”！

接诊的吴彪副主任医师详细了解
小陈的情况后，诊断其所患的是典型
的手汗症。“这是手部汗腺分泌亢进的
一种疾病，主要表现为手掌多汗，有些
病人也伴有腋部多汗、脚部多汗和头
面部多汗。”吴彪告诉小陈，关于手汗
症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楚，可能与交感
神经功能紊乱有关，大多是由于交感
神经过度兴奋引起的。治疗上，目前
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或局部治疗手段，
但是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胸腔镜下交
感神经切除术就能治愈。

为小陈主刀的是该院胸心外科主
任岑浩锋主任医师。术中，岑浩锋在
患者两侧腋下分别取5毫米左右的小
切口，然后使用超细胸腔镜电勾精准
熔断第4胸神经，帮助患者彻底解决

“手汗”产生的源头问题。短短20分钟
后，手术顺利结束。

岑浩锋表示，手汗症对生命健康
一般无影响，但对患者心理和社交的
影响不容忽视。大部分手汗症患者很
小就已发病，在青春期和日常恐惧紧
张时可能加重，严重影响日常学习、工
作与生活，甚至变得自卑、不自信。

“最佳治疗时间还是症状最明显
的青春期。”岑浩锋建议，手汗症患者
在12岁后应尽早接受手术，若在12岁
前已经因为手汗症备受困扰，手术年
龄可提前至6岁后。选择尽早手术，更
有利于保证手术效果，而且年轻患者
肺质量好，手术更加安全。

岑浩锋提醒，如果手部异常出汗
持续6个月以上，并且符合以下至少2
条，就有理由怀疑是手汗症，建议及时
到正规医院胸外科就诊：

双手出汗；
睡眠时无出汗异常；
发病年龄小于 25 岁甚至从小就

有；
有家族病史；
一周至少发作一次；
影响日常工作生活。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周哲静 谢美君

“我在的，你现在可以过来。”
“你的药吃完了吗？那要及时来
配。”“你哪里不舒服？是头晕
吗？”……刚到上班时间，患者的电
话便一个接一个地打进何健的手
机，他总会耐心回答，这样的电话
他平均每天要接几十个。

何健是慈溪市逍林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内科病区负责人，2022
年宁波市五星级家庭医生。在家
庭医生岗位上辛勤耕耘多年，不仅
提升了自己的医术，也收获了患者
的口碑。

自从当上了家庭医生，何健就
不再有“午休”的概念，他几乎把每
天中午的2个小时休息时间，都用
来走街串巷走访他的签约患者们。

“我一直都觉得，要做好一名
家庭医生，就一定要与老百姓拉近
距离，这也是我经常上门服务的原
因。”何健对记者说，走进患者的家
门，也是走进他们的生活，而走进
他们的生活，也有利于医生深入了
解他们的病情。这几年，他几乎把
自己负责片区的每条路、每个巷子
都摸透了。

年过七旬的岑阿婆是一名空
巢老人，平时不愿跟人讲话，且总
是郁郁寡欢。在为她看过几次病
后，何健发现她已经表现出了一定
的抑郁倾向，如果不尽早干预，情
况可能会越来越糟。于是，何健一
有空就对她嘘寒问暖，为她排忧解
难。随着接触日渐加深，岑阿婆慢
慢向何健打开了心扉，人也变得开
朗起来。

“在我负责的林西村和老塘
墩社区，像岑阿婆这样的空巢老人
并不少。”何健说，这些空巢老人的
心理问题很少受到关注，他们自己
也很少向别人表达，“一些老人本
身就患有各种慢病，心理上又出了
问题，而且还没人帮他们化解，只
会导致身心疾病一起变得越来越
严重。”

所以，何健一直坚持“和老百
姓们打成一片”，在为患者一次又
一次的悉心服务中，既为他们管理
好慢病，又为他们防治好心病。

见到热心、负责的“小何”来敲
自家的门，老人们也总是很高兴。

“有位喜欢书法的老奶奶，还送了
我一幅她写的字，是精心装裱起来
的。”何健笑着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何健是杭州临安
人，自2006年从临床医学系毕业
后，就一直担任内科诊疗工作。
2011年，他随妻子来到慈溪，入职
逍林中心卫生院，继续践行自己治
病救人的初心。

如今，在慈溪工作了12年的
何健，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
很多患者也因此选择了跟他签
约。“慢病的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把服务做得更精细，让效
果变得更显著，而不是定期上门

‘打个卡’那么简单。”
对于未来如何做好家医工作，

何健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除了
不断提升自我，还要不断提升整个
团队。

记者 吴正彬

■社区牛医生

别人午休的时候
他却在外面奔忙
何健：既要管理好慢病，又要防治好心病

短短一年半时间胖了足足10公斤，浑身乏力老想打瞌睡，记忆力变差，和女儿
也时常吵架……53岁的陈女士（化名）一直以为自己是更年期，四处就医就是治不
好。直到她找到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姜静波主任，才发现
导致自己各种不适的并非更年期综合征，而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终于可以大方地
和人握手了”
小伙手汗症20分钟被治愈

患者送何健（左）书法作品。
受访者供图

近些年，53岁女强人
体型性情大变样
原来不是更年期作祟，而是得了这种综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