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前沿

脑机接口有望让瘫痪失语者“开口说话”

近期的《自然》杂志发布研
究称，脑机接口使瘫痪失语者实
现高效率的单词阅读，有望实现
日常流利交流。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即“渐
冻症”，影响大脑和脊髓神经细
胞功能。患者可做一些面部活动
和发声，但难以说出清晰的语

音。课题组在患者脑内两个区域
植入电极阵列，记录患者解读
12.5万词的大词汇表和 50词的
小词汇表时的神经活动。接着，
电极阵列将信号传入计算机解
码并转换为单词。经评估，小词
汇表解码错误率为 9.1%，若使用
大词汇表，解码错误率为 23.8%。

如果该技术真正投入使用，包括
在大规模测试中可行且安全，完
全实现无线连接，看不到头部连
出的电线，降低产品训练及使用
成本等，有望让更多的瘫痪失语
者实现与他人流利交流。

□周亦川
搜狐健康 10月 10日

知心

低钠盐：健康选择
还是养生误区？

低钠盐，这种被誉为“健康
盐”的调味品，因其钠含量较低而
备受推崇。然而，低钠盐并非适合
所有人群，尤其是有基础病人群
更需要谨慎选择。湖北省中医院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胸心
外科董永强主任认为，不是所有
人都适合食用低钠盐。首先，肾脏
功能不全者应谨慎使用低钠盐。
由于肾脏是排泄钾的主要器官，
肾脏功能不全者往往无法有效排
出体内多余的钾，而低钠盐中的
钾含量相对较高，可能导致血钾
升高，进而增加心脏骤停的风险。
其次，高钾血症患者也不宜食用
低钠盐。此外，服用某些降压药
（如 ACEI 类、ARB类）或保钾利
尿剂的患者，以及长期大量出汗
的人，也应避免使用低钠盐。

虽然低钠盐有助于降低钠的
摄入量，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
制地食用。并且“低钠盐”或许给
人一种误解，反而让大家对食盐
的摄入量没了概念。世界卫生组
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盐量不
超过 5克，而低钠盐同样含有钠
成分，因此在使用时也应控制总
量。同时，均衡饮食也是维持健康
的关键。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类
等富含钾、镁等微量元素的食物，
有助于维持电解质平衡，降低高
血压风险。

□曾潇潇
荆楚网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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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老龄化的上海，大部
分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不过，老
人们也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一方
面渴望居家养老的温馨与自由；
另一方面，随着年纪渐长，专业
护理服务也是老人们的刚需。

戴莉萍是徐汇区“家床”服
务的头一批“吃螃蟹者”，“从广
播里听到有这个服务后，我马上
就去居委会咨询申请了。”戴莉萍
是位独居老人，行走能力很差，处
于半卧床状态，长护险评估等级
为 3级。她所在的华泾镇欧洲印
象小区对口的养老机构是徐汇
区第三老年福利院，院里派出 47
岁的护理员黄兰仙上门服务。

和戴莉萍一样，很多老人选
择“家床”，就是看中养老机构的
专业性。
“‘家床’是养老服务机构的

延伸服务，纳入养老服务机构床
位的统一管理。”徐汇区第三老
年福利院“家床”项目负责人马
士莲说，自去年 11月起三福院
就承接了华泾镇的“家床”试点
项目并开始正式服务。
“家床”服务包括生活照护、

身体护理、医疗护理、康复训练、
健康管理、就医陪诊、心理慰藉

等多样化内容，涵盖老人生活中
可能遇到的力所不能及的方方
面面，供老人灵活选择。
“每一户老人的情况都不一

样，需求也不相同，通过评估后
我们会对老人制定个性化的服
务套餐。”马士莲说，截至目前，
三福院成功签约了 68 张“家
床”，共计上门服务 4760余次，
上门时长约 4800小时，院内组
织护理员培训 60余次。
“家床”的“后台”就在养老

院。记者看到，老人的床位上配
有一条带状的智能化设备，老人
的卧床状态、翻身记录、血压、血
糖、体温等实时数据在福利院的
系统后台一览无余。

养老院打通围墙、延伸服
务，把“家床”纳入院内床位的统
一管理。这对院方来说，是增加
了负担，还是盘活了资源？从三
福院的案例中可窥一二。目前，
三福院所签的 68张“家床”，还
远未达到院内可供灵活调配的
护理员所能服务的床位数量上
限。“以院内的人员情况估计，最
多可服务周边约 200位‘家床’
客户。”马士莲说。

记者发现，作为机构服务
的增量床位，“家床”不仅让护
理员工作增添更多灵活调配空
间，也使部分从业者获得了更
多劳动报酬，减轻了养老院的
成本负担。

在老人们看来，“家床”服务
的意义在于打破围墙，促进了机
构、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融合发
展，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了养老服
务供给，更好地满足了老年人多
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据悉，徐汇区将积极收集辖
区内老年群体的反馈，让“家床”
更加贴合老年人的实际生活所
需，让居家养老更加便利。

□ 王海燕肖彤
《解放日报》10月 11日

“家床”，这种新型居
家养老模式，简而言之就
是把养老院的服务搬到
老人家里。如今，上海市
徐汇区推行“家床”服务
已近一年，其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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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床”养老新模式
把养老院“搬”回家

实行“驾照式记分”
医保支付有了“紧箍”

健谈 千金方

用它喝热水可能损害生殖健康

近期，浙江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的研究团队完成的一
项最新研究发现，5 个知名
品牌的一次性纸杯，在加入
热水后都会释放大量微塑
料。研究团队通过试验数据
推测：用一次性纸杯连喝 3
杯热水，就可能损害代谢及
生殖健康。

微塑料，即直径 0.1微
米至 5毫米的塑料碎片和颗
粒，源于塑料制品的降解、磨
损和不当处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研究
团队曾在国际期刊《环境科
学与技术》发表研究称，微塑
料已侵入人类子宫，对生殖
健康产生威胁。

不过，专家认为，包装材
料只要符合相应的食品接触
材料相关的法规和标准，在
现有体系下都可以认为是安
全的，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可
能完全拒绝塑料制品，所以专
家建议：首先，初次使用塑料
制品时尽量用清水多涮几遍，
经常使用的话每次要洗干净；
第二，少用塑料制品盛装热烫
食品；第三，一定要使用正规
厂家、品质高的塑料制品。食
品级、医用级等高分子材料制
备的瓶装水、桶装水，一般不
会形成塑料微颗粒。

□秦璐敏
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 10月 12日

得了慢性化脓性中耳炎不要盲目使用偏方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是耳
鼻咽喉科常见疾病，主要症
状是反复流脓伴听力下降，
临床较少出现严重并发症，
但也有特殊病例。近期，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
咽喉科耳一区转诊收治 1
例不明原因反复颅内感染
患者，由于耳道闭锁耳朵不
流脓，中耳炎长时间被忽

略，所幸经多学科会诊，及时
进行了手术。

中山一院耳鼻咽喉科吴旋
教授提醒，部分慢性化脓性中
耳炎患者认为手术风险大或不
愿接受手术，选择偏方治疗，但
很多偏方缺乏科学依据，盲目
使用可能导致病情加重。

□陈辉
金羊网 10月 10日

预防“老寒腿”要做到三“早”

膝骨关节炎，是“老寒
腿”的学名，它是一种慢性退
行性关节疾病。预防“老寒腿”
一要早重视。出现这些症状
不容忽视：膝骨关节轻度疼
痛，僵硬感，轻微肿胀，关节响
声，活动受限等；二要早诊断。
医生会根据病史、症状、体格
检查和影像学检查来诊断早
期膝骨关节炎；三要早干预。

早治疗，效果特别好。
总之，早期膝骨关节炎并

不可怕，只要我们早重视、早
干预、早治疗，就能有效守护
我们的膝关节健康。

□齐峥嵘
（作者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骨科中心医学博
士，副主任医师）

中国新闻网 10月 12日

●扬州颁布全国首部优待
老人地方法规

10月 11日，江苏扬州市人
大常委会发布《扬州市老年人优
待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以优待
老年人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将
于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老年人患病住院
期间，鼓励用人单位为老年人子
女或其他负有赡养、扶养义务的
人员提供时间、工作安排等方面
的便利和支持。同时，子女每年
享有累计不少于五天的护理假，
护理假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不影响晋升或晋级。
□卢欣然

红网 10月 12日

●《中国银发人群健康养老
消费报告》发布

10月 11日，京东健康与艾
瑞咨询联合发布《中国银发人群
健康养老消费报告》，深入剖析
了当前银发人群在健康养老方
面的需求及消费习惯，号召更多
消费者对父母健康多一些关注。

报告显示，目前网购医疗健
康产品的老年人占比逐渐提高，
有 71.2%的老年人在网上购买过
医疗健康产品。这些老年人普遍
学历较高，高线和低线城市均有
一定比例渗透，大多采取居家养
老方式。他们遇到的主要健康问
题为三高、心血管等慢性疾病，且

面临多病共发的挑战。报告同时
指出，老年人的健康诉求不再仅
限于治疗疾病，而是从“被动治
疗”逐步转变为“主动监测，提前
预防”，此外，“提高免疫力”“预防
疾病”“延缓衰老”等需求也较高。

□ 孙慧
新华网 10月 11日

●国产机器人解决穿刺手
术痛点

近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与清华大学共同研
发的穿刺手术机器人项目取得
新进展，标志着国内首台（套）多
影像多专科磁共振兼容手术机
器人的产品化突破，将精准助力
脏器微创手术治疗。

□于紫月
《科技日报》10月 8日

医目了然

近日，国家医保局召开《关于
建立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
支付资格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
新闻发布会，明确医保监管对象
将从机构向相关人员延伸，对定
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实行“驾照
式记分”———如果发现相关人员
违法违规行为，将按照问题的严
重程度对其予以不同的记分，一
个自然年度内记分达到 12分的，
将终止医保支付资格，终止期内
所提供服务发生的医保费用将不
予结算。
“驾照式记分”模式相当于将

医保监管“触角”从机构延伸到具
体责任人，进而能够实现对医药
机构相关人员的动态精细化管
理。某种角度上，“驾照式记分”监
管制度就像相关医务人员的一个
“紧箍”，若是合理合法使用医保
支付自然“无事发生”，一旦有违
法违规行为，便能实现对相关人
员的及时、精准、有力惩戒。这其
实是在提醒、震慑诸多医务人员，
自觉遵守诊疗规范，维护医保基
金安全。
“驾照式记分”模式的推出不

仅仅是为了规范定点医药机构相
关人员的行为，更是为了科学有
效地守护好医保基金，让“好钢用
到刀刃上”，让每一分“看病钱”都
用到有需要的人身上。守护好医
保基金，事关每一个人的生命和
健康，期待“驾照式记分”制度能
够尽快落地见效，让医保基金的
安全高效运行更有保障。

□张雪
中工网 10月 11日

精神疾病和神经疾病不是一回事

很多人把精神疾病和神经
疾病混为一谈，认为它们是一
种病只是叫法不同。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
经联合病房主任董恺表示：实
际上，神经和精神是两个科。神
经科更注重于中枢神经系统周
围神经系统物质基础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老年痴
呆。但是，如果是精神类疾病，
就可以理解为在脑的物质基础
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高级功能

活动出现了一些紊乱的症状。
神经类疾病诊治的范围包

括大脑、脊髓直至周围神经和
肌肉。常见病有脑出血、脑梗
死、脊髓灰质炎、脑瘫、末梢神
经炎、帕金森病、脑外伤、癫痫、
面瘫等。

精神类疾病往往查不出器
质性病变，可是大脑功能却出现
紊乱。常见病有抑郁症、焦虑症、
精神分裂、双相情感障碍等。

精神疾病与神经系统疾病

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精神疾病本身增加患者罹患脑
血管病等神经系统疾病的风
险，同时许多神经系统疾病也
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及行为
异常。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
少患者存在精神与神经疾病交
叉领域的问题，也有越来越多
的医疗机构正在尝试精神神经
联合诊疗模式。

□张子怡
央视新闻客户端 10月 10日

实施“养生扎”竟把肺扎破了

26岁的姑娘彩玲（化
名）在办公室伏案久坐，经常
腰酸背痛，就去家门口的养
生馆做了理疗。“你的肩颈
部淤堵积滞，需要用针灸疏
通一下。”此后，理疗师在她
的肩膀、后背等处连扎了几
针。可没过多久，彩玲开始
咳嗽、胸口发闷、疼痛。熬到
晚上，甚至出现了呼吸困
难，被紧急送往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庆春院
区急诊科抢救。

接诊医生检查后发现，
彩玲的右肺像气球一样被
扎破了，胸腔内充气形成
右侧气胸，右肺已经被压
缩了 40%，需要立即进行
胸腔闭式引流术将漏气

“放出”。“还好抢救及时，搞
不好会被活活憋死”。彩玲事
后表示。

浙大一院中医科主任吴
国琳主任介绍，中医临床上有
“腹部深如井，背部薄似饼”的
说法，用来指导针刺的深度。
一些在胸口、背部、肩胛骨、锁
骨周边的穴位，可能距离肺部
表面的距离只有一二厘米，如
果针刺过深或方向不正确就
可能刺伤肺脏。普通人绝不能
不辨体质和病情就轻易施针
灸，瘦高人群、本身有慢性肺
病的患者以及反复针刺治疗
某部位的患者，在接受胸背部
针灸时更要特别小心。

□孙燕 王蕊 江晨 钱康
《钱江晚报》10月 9日

素问

反复扳动手指 小心变成“厚皮指症手”

近日，一位 15岁男孩，
因家长无意中发现其双手部
分近端指间关节向两侧隆
起，疑是患有类风湿关节炎，
便前往湖南省长沙市第一医
院肾病风湿免疫科就诊。科
室主任黄映红经检查后诊断
其为“厚皮指症手”。

厚皮指症是一种少见
的、多发于青少年男性的良
性病变，以无症状性近端指
间关节两侧非炎性肿胀和皮

肤增厚为特征。目前，厚皮指
症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多数学
者认为与不断扳动手指弄出
声响等频繁的机械性刺激有
关。该病呈良性经过, 一般无
须特殊处理。对于有反复挤压
手指不良习惯的患者应劝说
其纠正 , 若患者存在心理障
碍则建议其到心理专科进行
诊治。

□黄映红
华声在线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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