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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就在身边 擦亮您的双眼 我们与您同行 共创美好空间

■ 健康视窗

文·本报记者 姜晨怡

强直性脊柱炎，一种曾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疾

病。近期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强直性脊柱炎患

者大约超过 500 万，其中大部分集中与 16—30 岁的年

轻人。医学专家称，此病的致残率非常高，如果不及时

有效治疗，将造成脊柱强直、驼背畸形，严重影响正常

生活。然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我国强直性脊柱炎患

者从首次出现症状到第一次被医生确诊，平均要经过

6年时间的延误……

强直性脊柱炎误诊率为何如此之高？这种病会

“盯上”哪些人呢？

强直性脊柱炎 易被误诊的“不死癌症”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影响脊

椎和周边大关节。据估计，中国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为

400万，发病率在 0.1%—0.4%之间。

很多人一直认为这种风湿疾病更容易盯上老年

人。然而事实上，年轻人也容易遭受强直性脊柱炎的

侵袭，发病期一般在 20—30岁。由于强直性脊柱炎导

致的疼痛和强直与其他导致背部疼痛的诸多原因很

难区别，因此，患者可能在出现症状多年后仍未被确

诊。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我国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从首

次出现症状到第一次被医生确诊，平均有 6 年的延误

时间。

统计显示，目前超过 50%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确

诊之后都已经是中晚期。而对于强直性脊柱炎的治

疗效果而言，早期治疗与中晚期治疗的效果几乎存在

天壤之别。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候任主任委员、北京

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曾小峰表示，患者可能

在出现症状多年后仍未被确诊，但已明显致残。早期

病人的治疗和预后都会很好，但对中晚期病人的治

疗，现在仍缺乏有效的根治方法。

曾小峰解释说：“强直性脊柱炎是年轻人顽固性

背痛最易被忽视的原因之一。如病情进展，强直性脊

柱炎最终可导致完全的脊柱融合，造成躯体活动严重

受限，最终降低整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早期症状对于风湿科的专业医生而言，及时确诊

并不困难。近 10 年来，国内风湿病专家队伍不断壮

大，大部分中等级别以上的医院也都开设有风湿病专

科，一些大医院的诊治水平基本上与国际水平相当。

但对于强直性脊柱炎的早期确诊情况却并不理想。

曾小峰说：“很多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往往在早期

时被误诊为其他疾病。原因是他们早期去看的都是

骨科、疼痛科等这样的科室。也因此造成很多治疗方

法不科学。”曾小峰认为，医生和病人两方面的因素导

致了上述情况的发生，包括医疗专科队伍数量不足，

强直性脊椎炎知识普及不够等等。由此他提醒，如果

患者有与强直性脊柱炎早期类似的症状，可以去看风

湿免疫专科，排除这种疾病的可能性。

——— 现状堪忧 ———
很多患者早期看病“走错了门”

很多看似没有关系的食物，如果一起食用，却

会给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

最致病的食物组合

三明治中的火腿、培根等和乳酸饮料(含有机

酸)一起食用，容易致癌。为了保存香肠、火腿、培

根、腊肉等加工肉制品，食品制造商会添加硝酸盐

来防止食物腐败及肉毒杆菌生长。当硝酸盐碰上

有机酸（乳酸、柠檬酸、酒石酸、苹果酸等）时，会转

变为一种致癌物质———亚硝胺。

火腿与乳酸饮料易致癌

牛奶含丰富的蛋白质和钙，巧克力则含草酸，

若二者混在一起吃，牛奶中的钙会与巧克力中的

草酸结合成一种不溶于水的草酸钙，食用后不但

不吸收，还会发生腹泻、头发干枯等症状，影响生

长发育。

牛奶与巧克力易发生腹泻

海鲜是一种含有嘌呤和苷酸两种成分的食

物，而啤酒中则富含分解这两种成分的重要催化

剂维生素 B1。如果吃海鲜时饮啤酒，会促使有害

物质在体内的结合，增加人体血液中的尿酸含量，

从而形成难排的尿路结石。如果自身代谢有问

题，吃海鲜的时候喝啤酒容易导致血尿酸水平急

剧升高，诱发痛风，以至于出现痛风性肾病、痛风

性关节炎等。

海鲜与啤酒易诱发痛风

■ 医卫前沿
文·吴 志 罗金财

福建省莆田市的患者姚文豪，经常不明原因出现红

斑、风团，一直找不到过敏原因。近日，姚先生在南京军

区福州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原解放军第95医院）接受新

型过敏原检测系统，才发现自己皮肤的“天敌”是宠物毛。

“过敏性疾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病，是常见性疾

病，世界上超过五分之一的人患有不同种类的过敏性

疾病。”该院皮肤性病诊疗中心吴祖煌主任介绍说，过

敏性疾病一般都是有各种特异性抗原引起，这些特异

性抗原被称为过敏原。

常见的过敏原有室内尘螨，多种植物花粉、丝棉

麻、宠物毛、产酶菌等吸入性物质及鱼虾、牛羊肉、芒

果、菠萝、桃等食入性物质共计四大类四十余种过敏

原。这些过敏原可引起花粉症、接触性皮炎、荨麻疹、

特异性湿疹、过敏性鼻炎、哮喘等，患者发作时往往会

出现红斑、风团、丘疹、呼吸窘迫、瘙痒等轻重不等的症

状，严重的甚至可引起过敏性休克而危及患者生命。

临床上，很多皮肤病都与接触或食用了过敏性物质

有关，而多数的患者通常只做缓解症状的对症治疗，未

找到引发过敏的真正原因，因此找不到针对性的预防和

脱敏治疗方案，导致病情反复发作并加重，迁延不愈。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诊疗

中心引进了最新一代的过敏原检测系统，包括“斑贴试

验”与“点刺试验”两种试验方法，其中“斑贴试验”多用

于接触性过敏性疾病，而“点刺试验”则常用于食入和吸

入性过敏性疾病，两种试验方法的结合，更加全面、快速

地帮助患者查找不同过敏原，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

专家建议，经常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到医院做过敏

原检测，查清楚到底是接触性、吸入性还是食入性的物

质引起的过敏反应，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确病因

患者才能做好有效预防，预防有时比治疗更关键，千万

不要把过敏当成小毛病而忽视检查和治疗，最终导致

严重的后果。

过敏小毛病 可能会致命

曾小峰称：“强直性脊柱炎如被忽视，可能会导致

躯体活动严重受限，最终破坏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和

生活质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风湿科主任医师黄烽教

授表示，强直性脊柱炎的表现还包括外周关节炎和附

着点炎（肌肉—骨头相嵌处的炎症）。受该病影响的

器官和系统包括眼睛、肠道和皮肤。要控制该病，风

湿病专家的早期诊断以及实施跨科室协作尤为重要。

黄烽特别提醒，强直性脊柱炎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还包括精神上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活动不便，

走路困难，严重者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由此远离社

会。这给患者带来的心里阴影非常之大。”

专家介绍，强直性脊椎炎是一种由于椎间盘病变

从而导致上下椎体骨赘增生，压迫神经根、脊髓或影

响椎动脉供血而引起脊椎炎症的疾病。患者可表现

为腰部或腰骶部疼痛，伴有僵硬感，呈间歇性和反复

发作，并伴随腰背疼，腰部运动受限，出现腰肌萎缩症

状。患者除了脊椎关节发炎所带来的疼痛之外，还会

因为结缔组织钙化，导致脊椎永久性的僵硬变形。若

患者再有骨质流失加上应力异常集中的情况，会造成

脊柱多处骨折。

黄烽介绍，在临床中，少数病人会有侵犯眼睛、心

脏、肺及肾脏等情况，侵犯眼睛会造成葡萄膜炎与虹

膜炎，严重时可能失明。心脏侵犯多为无症状或稍微

的主动脉瓣膜闭锁不全及传导阻滞，少数患者并发上

肺部纤维化或肾功能异常。黄烽建议，如果出现上述

症状的患者应尽早接受医学检查，以排除强直性脊柱

炎的可能性。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异常痛苦并有可能致残的

疾病，且主要攻击年轻人。”黄烽说。有不少学者认

为，强直性脊柱炎的致病原因与遗传、细菌感染、免疫

学异常等有关。有调查显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亲属

中发病率比一般人高 30倍左右。有研究发现，多对孪

生兄弟先后出现强直性脊柱炎。另外，不少男性强直

性脊柱炎患者合并有前列腺炎，而且患者中溃疡性结

肠炎和局限性肠炎的发病率较一般人高，从而推测致

病因素可能是感染。其他致病因素还包括病毒感染、

外伤、甲状腺疾病、肺结核、局部感染等。

———— 后果严峻 ————
严重者可能致残

最近几年，黄烽经常参加一些普及强直性脊柱炎

的活动。“公众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不多。”黄烽介绍，强

直性脊柱炎是一种全身性、免疫性的慢性炎性疾病，

但其早期症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骨科疾病。研究

发现，强直性脊柱炎病人受累的组织器官是全身性

的，如眼睛、心脏、肺脏、肾脏等多脏器，部分强直性脊

柱炎患者的免疫球蛋白升高，而且在临床治疗当中，

强直性脊柱炎应用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以上事实

———— 治疗误区 ————
仅治骨病是“在开水中加冰水”

黄烽介绍，可以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方法有很

多，但真正获得批准的却不多，原因是人们对这个疾

病的认识还比较浅显。“遗传是这一疾病很重要的因

素，90%以上的病人检测，都有遗传的背景。另外还有

一些环境的诱发因素。但目前确切的致病机制并不

清楚。”

“可以肯定的是，疾病治疗得越早，用药的时间则

越短。如果疾病没有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比如没有畸

形，一般三到六个月的治疗期就可以控制病情，再补

充治疗一段时间，就可以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并不

需要终身服药。”黄烽说，但如果很晚才确诊疾病，比

如骨骼已经完全变形，驼背很严重了，那么患者的治

疗就会很复杂。

黄烽介绍，治疗该病，其中很大一类药物是消炎

镇痛的药物，还包括糖皮质激素治疗，这些药常常用

于急性症状的缓解。黄烽说：“虽然激素药物比较迅

速，但副作用多，本身如果有骨质疏松、高血压、高血

糖、肥胖和白内障等的患者，长期使用激素类药物存

在争议。”此外，还有传统的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物，

但是起效慢，3—6 个月才起效，“使用这些药物，因为

起效慢，病人需要忍受疾病的折磨，这些药同样也有

一定的副作用。”

由于难以诊断及致残率高的特点，强直性脊柱炎此

前被称为“不死癌症”。然而，随着生物医药科技的快速

发展，“不死癌症”正在被逐步攻克。只要病患早发现、

早诊治，把握住“黄金治疗期”，遵从医嘱持续使用阿达

木单抗等生物制剂，强直性脊柱炎也可以被有效控制。

黄烽介绍，生物制剂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方法，主

要是用基因生物工程技术制备的高活性多肽制剂，用

于疾病治疗。它的特点是靶向治疗，针对待定治病因

子；作用强效，起效迅速；对于骨关节具有明确的保护

作用，改善长期预后，但是价格高。“所以我们还是强

调要早发现及早治疗。对于早期患者来说，花这些钱

可能换来的是后半生的幸福。疾病的期别靠后，药物

也会有效，比如减轻疼痛，但付出和获益比例相对就

小很多。”黄烽说。

近年来生物制剂治疗风湿病也成为临床医生推

荐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我国使用生物制剂的比例与国

外有很大差距，据曾小峰介绍，我国临床生物制剂的

使用率仅为 0.3%左右，而国外使用率已经达到 26%。

究其原因，可能与生物制剂较为昂贵有关。但曾小峰

也表示，生物制剂早期使用可能感觉有些贵，而从长

远来看，其价值高于药物本身的价格。因为风湿病是

致残性疾病，如果早期不用药，后期致残率非常高，所

以跟患病之后的生活质量相比，任何药物都不算贵。

为了满足并鼓励患者与疾病抗争的物质与精神

的需求，帮助罹患风湿性疾病的患者坚持治疗以获得

显著疗效，2011 年底，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主

办支持、白求恩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艾伯维中

国赞助的一项针对全国风湿病患者的公益捐助项目

“手握明天”正式展开。该项目覆盖全国 56个城市，帮

助了许多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至 2012年底已有超过

1000名患者获益。据介绍，家庭年收入 10万元以下的

患者，经过医学评估，可以得到资助。

———— 未来方向 ————
生物疗法可能是新希望

均支持本病是一种全身性、免疫性疾病。

有人认为骨骼病变是强直性脊柱炎的主要表现，

在治疗上就应该以治疗骨病为主。例如，可以用牵引

拉开脊椎的间隙，避免粘连融合，也可以用手术的方

法矫正脊柱的弯曲变形。“这只是治标之法，就好比向

沸水中加入冷水一样，只能暂时缓解症状，没有根本

解决问题。”黄烽说。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具有遗传

性的免疫性疾病，具有进行性、全身性等特点，而并非

是一种单纯的骨科疾病，只有进行全身治疗，才能“釜

底抽薪”，使各种免疫指标恢复正常，真正标本兼治。

强直性脊柱炎脊柱病变示意图

吃海鲜的同时，若再吃葡萄、山楂、石榴、柿子

等水果，就会出现呕吐、腹胀、腹痛、腹泻等。因为

这些水果中含有鞣酸，遇到水产品中的蛋白质，会

沉淀凝固，形成不容易消化的物质。

水果与海鲜不容易消化

据新华社消息，湖南省近年来通过探

索“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干预艾滋病

高危人群百万人次，促进了艾滋病防治项

目的发展。

据湖南省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

科长陈曦介绍，从 2009年开始，湖南通过省

级项目招标培养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社

会组织 40个，市、县执行机构发展参与艾滋

病防治工作的社会组织数则达到 61个。在

此基础上，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这

些民间组织与疾控部门、医疗机构建立合

作转诊机制，关怀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提

供心理咨询、治疗前准备、政策解读等服

务。2009 年以来，湖南民间组织干预艾滋

病高危人群服务次数已达百万人次。

专家认为，政府通过购买民间组织公共

服务干预艾滋病高危人群，有利于促进防艾

工作的开展。未来进一步发展，还需为民间

组织提供政策支持，搭建民间组织与民政、

卫生等部门的沟通渠道。对于符合条件的

民间组织，要给予注册登记、资质审批支持。

湖南政府“购买服务”干预艾滋病高危人群

据新华社消息，暑假即将来临，北京

市教育部门通过布置“体育家庭作业”等

多项措施，积极引导全市中小学生参加体

育锻炼。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暑假

期间，学校的体育运动场所要尽可能向学

生开放。市、区县少年宫及青少年科技馆、

活动中心等校外教育机构要组织丰富的艺

术、科技、体育等活动。

记者从北京市朝阳区教委获悉，暑假

期间将为其辖区内的 15万余名中小学生布

置“体育家庭作业”，要求学生在家每天至

少锻炼一小时。“体育家庭作业”根据男女

生分别设定不同的体育项目，诸如仰卧起

坐、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等。暑假开始前，

朝阳区每所学校将向学生们发放锻炼表

格，学生按照表格上的内容每天进行锻炼，

家长是监督者。开学后，学生把锻炼的结

果上交给班主任。

另外，朝阳区今年将成立学生体质健

康监测中心，中心将组织专家每年对全区

中小学生的体检、体质测试等数据进行分

析和研究，对学生成长发育质量做出评价，

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

北京中小学生暑期要做“体育家庭作业”
据新华社消息，第27届喀山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 7 月 6 日开幕，大运会素有“小奥运会”之

称，关于它还有许多不为人熟知的细节，本届

大运会首次对运动员进行心血管疾病检查。

在兴奋剂检查的同时，喀山大运会对运

动员进行血压、超声波心电图等心血管疾病

的检查。近年来，心血管疾病呈现低龄化发

展趋势，在体育赛事、特别是学生体育锻炼

中，因心血管疾病导致的猝死悲剧时有发

生。体育赛事成绩固然重要，但青少年的健

康更重要。

此外，根据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规

定，喀山组委会每天要向每位运动员提供大概

5公斤的食物，以保证队员的营养需求。在整

个赛事期间，厨师们预计将烹饪62万份套餐。

大运会首次对运动员进行心血管疾病检查

据新华社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

事福田敬二 7月 5日在日内瓦说，世卫组织将

于下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召集紧急委员

会成员，商讨应对策略。

福田敬二说，目前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

冠状病毒疫情没有进入紧急状态，也并未在

大范围流行，但鉴于病毒宿主的众多特征、轻

度感染或无症状感染者到底有多少等情况依

然未知，世卫组织决定于下周召集国际卫生

条例紧急委员会成员，商讨对策。

他解释说：“我们希望能够充分应对各

种可能，也希望各国能够充分应对病毒可能

的发展走向。如果以后确实出现病例激增、

疫情大规模暴发的情况或我们认为疫情确

实发生了变化，届时我们就拥有了掌握最新

信息的委员会专家，从而不会捉襟见肘。我

们希望确保在以后需要的时候能够尽快采

取行动。”

据介绍，这是世卫组织第二次根据《国际

卫生条例》召集紧急委员会，之前一次是为了

应对 2009年甲型 H1N1流感。紧急委员会由

来自全世界、研究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

福田敬二说，世卫组织将向紧急委员会

的专家们提供该组织已有的信息，供该委员

会评估疫情，另外出现病例的国家也可以直

接向委员会成员陈述自身观点和担忧，随后

紧急委员会将应世卫组织要求，就该疫情是

否构成受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

世卫组织是否需要在现有建议的基础上增发

临时建议等方面提出意见。

世卫组织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商讨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