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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里的正骨是通过

推、拽、按、捺等手法，治疗

骨折、脱臼等疾病。正骨可

使因骨关节损伤而变形的

肢体恢复原位，因此正骨主

要的治疗对象是由外力所

致的骨关节和软组织损伤

患者。

赵强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人体脂肪细胞遭到破坏后，

会产生相当体积的油滴，这些物

质留在人体内，好比埋下了“地

雷”。它们不仅能引发炎症导致

感染，甚至可引发皮肤溃烂、血

管堵塞，加大心脏负担。

王成元
中日友好医院整形外科主任

人体的胖瘦程度由脂肪细胞决定。每个成人

体内，大约含有 300 亿个白色脂肪细胞，每个脂肪

细胞中含有三酰甘油酯（俗称“脂肪球”）。脂肪球

数量增多，脂肪细胞就会变大，最后就会导致肥

胖。反之，脂肪球“燃烧”，脂肪细胞就会萎缩，人

也就瘦下来了。

溶脂针的原理是通过对脂肪细胞进行破坏，从

而达到减脂目的。中日友好医院整形外科主任王

成元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市面上

的溶脂针五花八门，其常见成分包括生理盐水、利

多卡因、碳酸氢钠、磷脂酰胆碱、肾上腺素等。这些

药物在进入皮下组织后，或增加脂肪细胞内的脂肪

酶数量，或破坏脂肪细胞膜，继而加速脂肪细胞的

活化和转化，使其分解成细小颗粒并随着身体的新

陈代谢排出体外，从而达到局部溶脂效果。

“正常人的脂肪就像葡萄一样。溶脂针则试

图破坏‘葡萄皮’和‘葡萄肉’，进而破坏掉整个‘葡

萄’，以期达到减脂目的。”王成元说。

记者在某医美平台上向美容顾问咨询溶脂

针，对方表示，溶脂针的注射液体是由各种药物按

照比例混合而成，将其注射到脂肪中，可加速脂肪

分解代谢，从而使其排出体外。对方称，注射液体

的组成分是磷脂酰胆碱，是从大豆中提取的。

对此，王成元提醒，溶脂针所含药物在医学上

有明确的适应症和用法，有些是不能被注射到脂

肪里的。“另外，对于溶脂针中各种成分的配比，目

前尚无安全性研究，存在较大隐患。”王成元说。

王成元表示，如今很多人认为打溶脂针和按

摩、美甲一样是生活类消费项目，但实则它是医美

项目，且溶脂针的安全性无据可循，注射风险极大。

安全性无据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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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秉阳

我国从 2000年起，确定每年的 10月 28日为“男性健康日”，专

家表示，目前我国 50 岁以上男性超过一半受到前列腺疾病的困

扰，应重视前列腺疾病的早期预防和诊治。

前列腺疾病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疾病，通常指前列腺炎，前列腺

增生及前列腺癌等。“20 岁到 40 岁的中青年前列腺炎发病率在

10%左右，大多数均为慢性疾病且反复发作，而且容易伴发早泄、

阳痿等疾病。四五十岁的男性一般都会患有前列腺增生，造成排

尿困难、起夜多等问题；此外，前列腺癌在我国也属于中老年人的

高发疾病。”中国性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及人类精子

库主任姜辉教授表示，前列腺疾病是困扰我国成年男性的重要疾

病，早期预防与诊断成为当务之急。

如何预防前列腺炎等疾病？“目前天气变冷，绝大多数人的饮

水量都随之下降，导致尿液浓缩，排尿次数减少，而尿液内的有毒

有害物质对组织器官的健康很不利。”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医师李宏军表示。在寒冷的季节仍然要多饮水、多排尿，每天饮用

2升以上的水，通过尿液来充分冲洗尿道，有利于前列腺分泌物排

出，以预防前列腺的重复感染。但前列腺害怕受挤压，还应做到不

憋尿。

李宏军表示，还应戒烟限酒，避免辛辣饮食。此外，抗氧化剂

尤其是微量元素锌可以增进前列腺健康，所以应补充粗粮、坚果、

植物油、新鲜蔬菜和水果。并且前列腺怕“久坐”，应该减少或避免

需长时间久坐。

世界范围内前列腺癌发病率在男性所有恶性肿瘤中位居第

二，目前我国前十类男性恶性肿瘤中，前列腺癌的增长是最快的，

且死亡发病比高于世界水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韩苏军表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很多人是有了症状才

来诊断，所以中高危前列腺癌的占比较高。

“由于前列腺癌症发病原因比较复杂，有遗传、年龄和外源性

因素，所以对于前列腺癌，提倡高危人群进行血清 PSA及肛门指检

等监测筛查，推动早诊早治。”韩苏军说。

男性健康日将至

关注前列腺疾病的预防和诊疗

溶脂针打不出好身材溶脂针打不出好身材
却可以打出皮肤溃烂却可以打出皮肤溃烂

谈到减肥，很多人知道“管住嘴、迈开腿”这 6

字瘦身真经，但现实困境是：运动没毅力、少吃没

骨气。还有些人明明身材匀称，但深陷锥子脸、水

蛇腰等畸形审美，无止境地追求“瘦瘦瘦”。

为了迎合这些人的需求，除了吸脂术、胃切

除术，如今一些医美机构还推出了溶脂针。商家

宣称，溶脂针可轻松溶解局部脂肪，甚至还能紧

致皮肤。

真有这等好事？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

现，有人在注射溶脂针后出现疼痛、局部凹陷等不

良反应，还有人在某贴吧吐槽，打完溶脂针后面部

不仅没瘦，皮肤反而变得又松又软。

那么，溶脂针的原理是什么？上述商家宣传

的效果能实现吗？针对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了相关专家。

据上述美容顾问介绍，以面部为例，注射一次

溶脂针，只能去除部分脂肪，如果面部脂肪过多，

注射一次是不够的，需注射 2到 3次才能达到理想

效果。

产品未获官方“盖章”

看到一些医美机构贴出的溶脂针注射前后对

比图，不少爱美人士跃跃欲试。

“溶脂针 不 是 正 规 产 品 ，目 前 国 内 未 批 准

其 上 市 。”王 成 元 对 记 者 说 ，美 国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英 国 药 品 与 保 健 品 管 理 局 以 及 其

他健康管理机构都未对其给予认证。在我国，

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也 没 有 批 准 过 任 何 溶 脂

针产品。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王淑

杰表示，目前来讲，溶脂针注射效果不可控，注射

难度大，很难达到瘦脸等美容效果。

有报道称，2014 年 9 月，北京石女士注射溶

脂针后，非但没有实现减脂，反而其腰部、腿部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淤青与溃烂，经诊断为脂肪溶解

坏死。

王成元表示，人体脂肪细胞遭到破坏后，会产

生相当体积的油滴，这些物质留在人体内，就好比

埋下了“地雷”。“它们不仅能引发炎症导致感染，

甚至可引发皮肤溃烂、血管堵塞，加大心脏负担。”

他说。

专家认为，从原理上来看，溶脂针的靶向性不

强，导致其不仅会破坏脂肪细胞，还会伤害肌肉、

皮肤等组织。这就造成部分人在注射溶脂针后，

注射部位可能出现硬块、红肿、感染、局部凹陷、过

敏等不良症状。

王成元表示，有些医美广告，夸大了溶脂针的

产品效果，却避而不谈其副作用和危险性，消费者

对此要有清醒认知。

对于谈“脂”色变的爱美人士，王成元表示，我

们要科学认识脂肪。

“如果体脂在正常范围内，就没必要刻意减

脂。脂肪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人体的能量‘仓

库’，可起到保温等作用，能有效保护人体。如果

体脂超标，则需通过运动、调整饮食等手段进行科

学合理的减脂。”王成元说。

如果受审美观念影响，认为有些部位堆积脂

肪不美观，可以借助哪些相对安全的医美手段减

脂呢？

据悉，目前主流减脂技术有射频溶脂、聚焦超

声、冷冻溶脂，以及手术吸脂等。

这些技术的减脂原理各不相同，有的是促使

脂肪细胞凋亡（射频溶脂），有的是促使脂肪细胞

凝固性坏死（聚焦超声），有的是促使脂肪细胞破

裂和分解（冷冻溶脂），还有的则是物理性去除脂

肪（手术吸脂）。利用这些手段能暂时或永久性减

少脂肪组织。

“需要强调的是，做吸脂手术要十分谨慎，

须 在 皮 肤 没 有 破 损 、身 体 处 于 健 康 状 态 下 进

行。”王成元提醒，“而且一次不能对身体进行大

面积吸脂，吸脂量越大，皮下破坏面积越大、风

险越高。”

王成元表示，仅靠医美减脂项目不能带来完

美身材，对整体肥胖的求美者，可以先采用科学的

减肥方法减少体重，再对局部减脂困难的部位施

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哪种方式的医美项目，都

存在一定风险，要做好风险和获益评估。

最后，多位专家强调，做医美项目要选择正规

机构。

“很多人认为公立医院不做医美项目，实际

上很多公立医院都设有整形外科，可以为求美

者提供相关服务。现在医美市场很混乱，求美

者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机构，找有资格认

证、经验丰富、技术过关的医生进行操作。”王成

元说。

医美造不出完美身材

如今，不少上班族由于伏案时间过长，肩、颈、

腰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损。市面上一些正骨

店宣称，通过传统正骨疗法，可改善肩颈腰腿痛，

去除“富贵包”，还可调整身形，进行产后骨盆修

复，甚至能徒手“整容”，使大脸变小脸、鼻梁变得

高挺。

无需药物、手术就能解决多年顽疾，正骨疗法

听上去十分神奇，一些明星也为其“站台”，展示它

的疗效。“正骨到底有多神奇”“正骨有多重要”“做

完正骨有多爽”等话题一度登上热搜榜，引发广泛

讨论。

可是，正骨真有这么神吗？

可治疗骨折、脱臼等骨伤疾病

“中医里的正骨是通过推、拽、按、捺等手法，

治疗骨折、脱臼等疾病。”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副院长赵强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正骨可使因骨关节损伤而变形的肢体恢复原

位，因此正骨主要的治疗对象是由外力所致的骨

关节和软组织损伤患者。

据了解，成年人的骨骼由 206 块骨头组成，骨

与骨之间除了少部分用不动关节、软骨连接，大部

分是以韧带连接起来的。“连接的地方并非固定不

动，除了外力冲击，扭伤、退行性病变、长期运动劳

损和一些不良姿势都可能引发骨骼错位或微错

位。”赵强解释，“就像一辆车，开久了其零件会出

现磨损、松动，零件位置会发生微小改变，人的骨

骼也是一样的。”

当人体骨骼出现错位，就会压迫其周围的

软组织，导致经络不通、气血受阻，引发疼痛。

如 果 压 迫 到 神 经 ，就 会 导 致 身 体 相 关 部 位 麻

木。当人体骨骼变形时，筋膜也会被牵拉发生

形变，压迫脏腑器官，引起器官的功能性障碍，

进而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中医正骨来源于中国古代且有 2000多年的历

史，强调“松筋、理肌、整脊”，注重“触诊”（也称“摸

骨”），在人才培养上侧重经验相传。“目前，在公立

中医医院的骨伤科，正骨这种治疗手段主要被用

于治疗脱臼等骨伤疾病，一般不用来治疗颈椎病、

调整身形。”赵强说。

并不能做到瘦脸、隆鼻

北京罗氏正骨传人、扶脊堂·扶脊九法创始人

李炳辉从事正骨工作多年，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民间中医正骨“正”的是全身所有

的骨关节、肌肉、韧带、筋槽，主张将预热手法、点

穴放松法和正骨疗法等手法相结合，通过一段时

间的治疗，可改善肩颈腰痛，以及驼背、含胸、高低

肩等体型问题，效果一般不错。

不过，针对目前市面上宣传的各种正骨疗效，

李炳辉强调，不要过度神话正骨，正骨也不是万能

的，是需要各种手法配合的。

比如，目前很火的徒手正骨瘦脸，一些商家称通

过调整骨骼、缩小骨缝，就能打造V字脸、隆鼻。“这是

绝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手法不专业还会造成伤害。

除下颌骨、舌骨外，头骨中其余骨骼或软骨都被牢固

地‘粘’在一起，彼此间不能活动。”李炳辉介绍，通过

一些手法可能会消除脸部的水肿，让皮肤更加紧致，

从而在视觉上感觉脸变小、鼻子变挺了，但效果不会

维持很久。由于咀嚼习惯、地球重力等原因，瘦下去

的脸、挺起来的鼻子，很快就会恢复如初。

“此外，像去除‘富贵包’、产后骨盆修复等，正

骨疗法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不管什么治疗都

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想保持下去，除了治疗，还需

要改变日常生活习惯。”李炳辉说，比如假性长短

腿，主要是由于长期身体倾斜、趴着写字或跷二郎

腿等不良习惯，导致脊柱或骨盆向一侧倾斜造成

的。通过正骨疗法可改善这一身形，但是如果继

续保持这些不良习惯，治疗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虽然正骨属于中医的范畴，但也会借助影像学

检查辅助治疗。“对于颈椎、腰椎类疾病，我们在治

疗前都需要先看患者的X光片，因为有些疾病是无

法通过正骨治疗的。”李炳辉解释，比如，肿瘤患者

可能由于骨转移，在脊椎上形成骨破坏，该处就会

出现疼痛。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对该部位施加外

力，否则容易造成骨折，导致患者瘫痪。此外，像骨

结核患者、孕妇、饮酒者也不能进行正骨治疗。

李炳辉表示，目前国家正在逐步规范正骨市

场，根据目前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推拿正骨、刮

痧、拔罐等经营项目需在政府主管部门许可后才

能进行。公众在选择时要擦亮双眼，切莫被打着

“养生”“理疗”等旗号的无证机构蒙骗。

能调整身形还能瘦脸？正骨没那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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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16日成功发射，开启中国迄今时间最长

的载人飞行。3 名航天员将在中国天宫空间站核心舱在轨驻留 6

个月。宇航员长时间在太空环境工作生活，身体会有何变化？如

何确保他们的健康？

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曾在国际空间站连续驻留 340天，保

持着美国宇航员单次航天任务最长时长纪录。宇航员佩姬·惠特

森在太空累计停留的时间长达 665 天，是累计太空停留时间最长

的美国宇航员。

为研究太空环境对人体的影响，美国航天局曾对斯科特·凯利

及其双胞胎兄弟马克·凯利进行对照研究。2015年 3月至 2016年 3

月期间，斯科特·凯利在国际空间站停留340天，同期马克·凯利生活

在地球。两人身体状况比较研究显示，约一年的太空任务使斯科

特·凯利出现体重下降、颈动脉扩张、DNA甲基化水平变化、肠道菌

群改变等。一些指标在斯科特·凯利返回地球的6个月内恢复到此

前水平，但仍有一些指标未恢复，一些基因表达存在干扰。

美国航天局表示，跟踪人体在太空环境中的变化，开展相关研

究，可以帮助优化宇航服的设计和功能、制定宇航员健康标准和健

身计划、进行生理和心理适应训练等，以便为将来开展更长时间的

人类深空探索任务做好准备。

美国航天局相关研究显示，太空环境对宇航员的影响主要有

5 个方面，包括太空辐射、与外界隔离对身体和心理的影响、远离

地球的不便、微重力环境对健康的影响以及长时间封闭环境对人

体的影响。

宇航员在太空承受的辐射远高于地球，驻留时间越长辐射量

越大，面临的风险包括辐射引起的疾病、中枢神经系统变化等。研

究人员在地面模拟宇宙射线环境，研究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通过

更精确测量辐射量、研发更先进的辐射屏蔽材料等手段来应对太

空辐射影响。

宇航员执行太空任务期间与外界隔离，长时间处于封闭环境，

可能出现睡眠问题、疲劳、情绪低落、免疫系统变化等状况。美国

航天局相关研究通过调节太空舱光线亮度、运用虚拟现实设备模

拟放松的环境等方式来改善封闭环境对人体的影响，鼓励宇航员

通过写日记、在太空“种菜”等方式减压。

太空微重或失重环境也会给人体带来影响。据美国航天局介

绍，宇航员在太空期间，负重骨骼的矿物质密度平均每月降低 1%

至 1.5%；肌肉量流失速度也更快；人体体液在微重力环境下会上

流至头部，可能给眼睛带来压力并导致视力问题。研究人员正通

过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些影响，包括让宇航员穿戴负压装置来控制

体液流向、研发柠檬酸钾药物对抗肾结石风险等。

美国航天局还研发了一种收集和测量宇航员在太空中产生的

尿液的方法，通过分析尿液物质的不同水平来确定宇航员在任务

期内是否存在患肾结石的风险，并据此调整他们的饮食、锻炼习惯

和饮水量来进行干预。

与世隔绝情绪低落咋办

宇航员靠写日记、种菜排解

给您提个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