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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转凉，又到了慢性咽炎
高发的季节。此时，各种清咽利嗓
的含片受到患者青睐。

含片可以直接作用于咽部，具有
抑菌、杀菌、消炎、消肿、稀化黏
稠分泌物等作用。

含化过程往往会持续几分钟的时
间，药物能较长时间停留在咽部，
持 续 发 挥 药 效 ， 可 以 快 速 缓 解 咽
干、咽痛等症状。

医生强调，中药含片多由清热解
毒、抗菌消炎、生津润喉的药物组
成，包括草珊瑚含片、西瓜霜含片
等。西药含片多由杀菌消炎、清凉
收敛、稀化痰液的药物组成，如华
素片、薄荷含片等。

含片内的主要成分是药而不是
糖，不能把药当糖吃。有些人在口
服 含 片 时 ， 为 了 让 它 尽 快 产 生 作
用，会嚼一嚼吞下去，其实这样适
得其反。使用含片的目的，是使药
物能直接作用于咽部，在咽部产生
持久的药效，因此，应将含片夹在
舌底、龈颊沟处，使其自然溶化分
解。一般每次含 1~2 片，每天至少 4
次，急性期可以适量增加。

口服含片不要超过 4周。医生强
调，如果长期使用含片来缓解咽炎
症状，可能会抑制自身溶菌酶及抗
体 的 产 生 ， 导 致 局 部 免 疫 功 能 低
下，引起食欲减退、口腔黏膜溃疡
等不良反应。

吃含片别超过四周

老人手脚颤抖，居然和肠道菌群有关！
帕金森病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大脑疾病，但美

国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细胞》杂志上发表的动
物研究显示，这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可能与
肠道里的微生物变化有关。这一发现或许带来全
新的帕金森病治疗策略。

帕金森病尚无法治愈

帕金森病平均发病年龄为 60岁左右，主要症状
包括手脚颤抖、动作迟缓、肌肉僵硬等，最大的危害
在于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不能自理并常出现多种
并发症。全世界约有 500万帕金森病患者，其中“名
人”不少，如拳王阿里、好莱坞影星凯瑟琳·赫本等
都被这个疾病困扰过。帕金森病患者约40%伴有焦虑
症状，约三分之一伴有抑郁症状。

目前的医疗手段只能缓解帕金森病症状，无法治
愈该病。寻找到其病因，一直是医学研究的一个方
向。近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帕金
森病可能是肠道菌群在“惹祸”。研究人员先培育出
了两组过多生成α-突触核蛋白的实验鼠，这种蛋白被
认为是帕金森病的“罪魁祸首”之一。两组实验鼠的
唯一区别是一组拥有完整的肠道菌群，另一组是无菌
实验鼠。结果发现，无菌实验鼠不仅没有表现出帕金
森病症状，而且在跑步、爬杆等运动机能测试中的表
现要明显好得多。研究人员随后给一部分无菌实验鼠
喂食由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纤维时产生的短链脂肪酸，
并为另一部分无菌实验鼠移植从帕金森病患者粪便中
获得的肠道菌群，结果这些实验鼠都出现了帕金森病
症状。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肠道微生物组是帕金
森病的重要推手。肠道菌群的组成变化或者肠道细菌
本身的变化，可能促使甚至导致运动机能恶化，而运
动机能恶化是帕金森病的主要症状。

负责研究的加州理工学院微生物学家萨尔基
斯·马兹马尼恩说，对于许多神经退行性疾病，传统
治疗方法都是让药物在大脑中发生作用。而新发现
意味着医生可能要从肠道着手治疗帕金森病，比如
调节短链脂肪酸水平、服用益生菌或清除有害的微
生物。相比现有疗法，新的治疗策略要容易得多，而
且更加安全、副作用更少。

肠道菌群跟大脑关系不一般

肠道菌群与人类的行为、情绪有着奇妙的关
联。科学家发现，焦虑症、抑郁症、自闭症、精
神分裂症、神经退行性疾病，都和胃肠道有关。
肠道菌群之所以能跟大脑扯上关系，离不开激
素、免疫分子、代谢产物的“牵线搭桥”。

美国不少科研人员热衷于研究肠道菌群。北
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医学院的神经学家，前
不久就开展了一项特别的“便便”研究，追踪 30
名新生儿生长、大脑发育和肠道细菌的关系；马
里兰州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耗资 700万美元，支持
7 个“微生物——肠道——大脑轴线”试点项目；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海军研究办公室同意投资 5200
万美元，用于研究肠胃在认知功能和压力反应中
的作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和新墨西哥大学的研究者们认为，肠道

菌群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影响其宿主的进食模式，
而迷走神经是一条从脑延伸到肠道的神经。我们
的大脑主要通过迷走神经向身体其它部分如声
带、心脏、肺和消化系统发射信号，肠神经系统
里 80%至 90%的神经纤维都联结着肠道与大脑。

欧盟也斥资 900 万欧元开展“我的新肠胃”5
年计划，瞄准大脑发育和神经紊乱两大问题。德
国弗莱堡大学医学院曾发布公报说，首次在动物
实验中发现，实验鼠肠道细菌可控制大脑内小胶
质细胞的成熟过程及其功能。小胶质细胞具有修
复受损脑组织的特殊功能，被称为“脑内医生”，
在帕金森病及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中扮演重要角
色。然而，科学界目前尚不清楚小胶质细胞的成
熟及激活过程。动物实验发现，无菌环境中长大
的实验鼠大脑中可见萎缩、不成熟的小胶质细
胞，其对大脑内的炎症刺激几乎没有反应。同
样，给普通实验鼠喂食 4周可杀死肠道细菌的抗生
素后，实验鼠脑部免疫应答受到抑制。研究人员
普林茨认为，这说明肠道细菌与大脑中的小胶质
细胞间存在持续的信息流。实验表明，肠道菌群
会影响小胶质细胞的生长，这体现出均衡膳食对
大脑健康的重要性。在肠道菌群分解膳食纤维、
奶制品等食品时，会产生一种短链脂肪酸。这种
脂肪酸会作为信使物质，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大
脑，帮助小胶质细胞快速有效地应对炎症反应。

基因与出生环境影响肠道菌群

人体肠道中的微生物菌群对健康有重要作用，
但饮食、基因、环境等因素如何作用于肠道菌群，人

们目前还缺乏认识。美国研究人员认为，基因和早年
生活环境对肠道菌群的形成产生着关键影响。

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和劳伦斯伯克利国
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分析了小鼠的 5 万多个基因变
化，发现其中有 100多个基因片段影响肠道菌群数
量。这些小鼠基因有的与关节炎、结肠癌、腹腔
疾病以及糖尿病等疾病的人类基因非常相似。小
鼠肠道中乳杆菌的密集度受到小鼠几种基因的影
响，并且与小鼠体内作为重要免疫细胞的辅助 T细
胞含量较高有关。这些发现说明，肠道菌群对免
疫反应起到关键作用，也显示控制肠道菌群有可
能影响免疫系统和患病的可能性。

生活环境变化对小鼠肠道菌群的形成也有影响。
小鼠生活在多种菌群相对密集度不同的环境中，有着
相应的多种肠道菌群。被转移到新环境后，小鼠的肠
道菌群依然保持最初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菌群特征，还
能把肠道菌群特征传给后代，这说明早年生活环境对
肠道菌群形成非常重要。在子宫内，胎儿所处的是一
个几乎无菌的环境，出生后细菌迅速进入新生儿体内
并在肠道内定植，形成新生儿最初的肠道菌群，对其
一生及其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适度改变饮食，对于决定微生物在肠道内的具体
功能有作用。肠道里的微生物群演化所需的时间最长
也不过24小时——这是饮食发生改变后肠道菌群自我
重建所需的时间。未来人们或许可能有专门设计的、
根据其基因和肠道菌群优化的饮食，调节对疾病的易
感程度。比如，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来直接治疗部分
心理疾病。肠道菌群对人类健康尤其是大脑的影响究
竟有多大，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中医认为，双脚是运行气血、联络
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经络的重要
起始部位，人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在脚上
都有相应的穴位反应区，因此脚能反映
出人的身体健康情况。下面就 教您，
通过观察脚部变化，看出自己身体健康
情况变化!

第一信号：脚麻

中风前的征兆。对于患有高血压、
高血脂、动脉硬化等疾病的人来讲，脚
麻可能是中风的先兆。这类患者多表现
为一侧或两侧肢体无力且麻木，多半不
会只发生在脚上，如果细心询问，患者
还多会伴有一过性的黑蒙、失语、听力
改变、说话模糊等。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容易出现脚麻，大多还会伴有腰疼、腿
疼等。还有一些患者表现为时而左脚发
麻，时而右脚发麻，这类人多属中央型
腰椎间盘突出。

糖尿病并发症。对于糖尿病患者来
讲，当血糖升高时会引起神经纤维一系
列的代谢紊乱，从而导致周围神经病
变。这时就会四肢末端麻木等。

第二信号：脚肿

脚肿只是一种症状，可能属于生理
性的脚肿，多是因疾病引起的。

心源性疾病。第一是心源性疾病引
起的脚肿，比如慢性心脏功能不全、心
衰等，这些都会引起脚步的浮肿。因
此，无端的出现了脚步浮肿千万不要大
意，最好去医院好好查一下心脏。

肾脏疾病。第二是肾脏疾病引起的
脚肿，如肾功能不全、肾病综合症等，
这一类人也是最常见的。同时判断是不
是肾脏引起的脚步浮肿，还可以看看眼
睛，一般肾脏有问题，眼睛同样也睡浮
肿。

血管疾病。第三是血管疾病可引起
脚肿，比如静脉瓣功能不全、静脉回流
障碍、深静脉血栓。

肝脏疾病。第四是肝脏疾病，肝脏
是人体蛋白合成的重要器官，如果患有
慢性肝脏疾病，血液中的白蛋白数量下
降，血液渗透压下降，也会引起脚肿。

第三信号：脚疼

糖病足早期信号。当出现行走一定
距离后就腿痛、脚痛，许多人会把这些
症状当成是“老寒腿”，或者以为是腰
椎疾病所致，其实出现这些症状对于常
人来说可能是一般的疾病，而对于糖尿
病人来说，却可能是糖尿病足的信号。

下肢动脉硬化。在我们身边，经常
会发现老年人走了一段路，就感觉自己
脚有点儿疼，但不论是老年人自己还是
周围的亲属，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
是腰间盘突出啊”?但实际上，在进入
古稀之年后，越来越多的老人会患上下
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急性动脉栓塞。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是腿上的
动脉血管由于动脉血管堵住了，导致腿
脚供血不足，从而出现一系列症状。

帕金森或是肠道菌群在“惹祸”

脚是身体“晴雨表”
有这些变化就得小心了

心悸是一种快速、飘动、咚咚
作响的感觉。

美国 MSN 网站近日邀请了多位
心脏病专家，由他们总结了心悸的
常见原因。

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科里根
女性心脏健康项目部主任玛丽莎·伍
德认为，心悸很常见，感觉就像是
心脏跳动失去了节拍、快速跳动或
泵血的力度比往常足。如果感觉到
了心脏在跳动，那可能就是心悸。
甲 状 腺 疾 病 、 电 解 质 过 高 、 低 血
糖、压力和焦虑都是心悸的重要原
因。

加州圣莫妮卡市圣约翰健康中
心的心脏病专家妮可·温伯格认为，
心悸更常见于年轻女性，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咖啡喝得太多。其次，激
素也会有一定影响，如服用了新的

激素类避孕药。饮食改变也会造成
心悸。温伯格医生说：“我在临床
中遇到过吃了大量乳制品后心悸的
病人，也有人因为就餐不规律出现
心悸。”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助
理教授詹妮弗·哈希认为，尼古丁会
造成心悸，它对心脏有兴奋、刺激
作用。妊娠也会引起心悸，因为孕
妇需要加快心率，为自己和婴儿提
供更多的血液。

大多数情况下心悸不是个大问
题。如果你的心悸零星发作，可请
医生给自己做心电图检查，以筛查
可能的疾病。如果发现每次心悸的
时间超过了几分钟，心悸时有昏厥
感，锻炼时体验到心悸，心悸的同
时伴有胸痛或呼吸急促，就需要立
即去医院全面检查了。

什么原因引起心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