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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俗称“羊角风”或“羊癫疯”，
其发生和脑部产生异常多量的电流有
关。如果很久发生一次，倒是无碍，但
若频频发生，就会造成脑部缺氧，使脑
细胞和脑功能受损。所以，必须加以
重视，小心处理。

什么是癫痫

人类的整个脑部的神经细胞都会
发出电流，以维持大脑正常的运作。
如果神经细胞异常发出大量电流或不

正常的电流，就会造成大脑出现短暂
性功能障碍，举止看起来像是被触了
电一样，这就是癫痫。大部分癫痫个
案均事出无因，只有小部分个案具有
明显的因素，如因脑科疾病中风、脑
瘤、脑炎、脑膜炎等。

学龄儿童和老人是癫痫的高发群
体。儿童癫痫患者大部分在长大后会
痊愈，有人是自行痊愈，少部分患者会
与癫痫相伴到老。儿童癫痫多因家族
遗传，如果癫痫患者的脑部正常，那么
他痊愈的概率较高。但是如果患者是
因为中风或其他脑疾造成，病根一日
未除或未受控，就无法告别癫痫。比
如脑肿瘤，割除了之后还是会留下疤
痕，这疤痕会一直引发脑神经细胞发
出异常的电流，较难痊愈。

癫痫发作和结束都没有预兆，在
俗语中这种症状名为痉挛或抽筋。突
发的症状可维持数秒到数分钟不等，
且每人的症状各异。这是因为每位癫
痫患者的脑部受到刺激的部位不一定
相同，因此，所引起的突发症状就有所
不同。癫痫发作的种类繁多，根据累
及的范围分为全身性和局部性。

大多数人熟悉的癫痫是全身性，
即眼睛向上翻、牙齿紧咬、四肢抽搐、

跌在地上大喊、小便失禁，患者数个小
时后才清醒等。局部性分为两种，包
括普通型和综合型。普通型突发症状
表现为头部或手脚会突然抽搐，眼睛
有不正常的反应。综合型发病时与一
般的局部型症状无异，不过患者可能
会胡乱拨弄双手、咀嚼、吞咽、奔跑、语
无伦次、手舞足蹈，做出一连串的反常
举止。这都是无意识行为，患者对周
遭环境、自身的举止的印象相当模糊。

癫痫患者发病时该怎么办

若家里有癫痫患者发病，全身肌肉
痉挛和抽搐，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必须
让患者远离尖锐或坚硬物件，以免受
伤。2.保护患者头部，可用柔软物件如
软垫、衣物或者双掌垫着患者头下方。
如果用手来保护患者头部，切忌把头托
得太紧。3.不可随意移动患者。4.不要
阻止患者手脚抽搐和把东西塞进患者
口中。5.避免人群围绕患者，当抽搐现
象已过时让患者侧卧，保证患者呼吸顺
畅。6.把患者口部及脸部的唾液抹净，
陪伴患者直到其苏醒为止。

多数患者癫痫发作可自行缓解，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需立即就医：1.患

者发病时抽搐5分钟或以上，或比平时
抽搐时间超出2分钟。2.患者已明显
弄伤自己。3.患者呼吸困难。4.发病
时，另一种症状接踵而至，而患者正处
于昏迷状态。

大多数癫痫可治愈或改善

大多数癫痫可治愈或改善，约
80%患者在服用医生处方药物之后，病
情获得控制。由于患者之间症状差异
颇大，所以要配制出适宜的药物和适
度的剂量相当费时。如果本身或亲人
患上癫痫，最好与主诊医生保持密切
联系，以便报告服药后的反应。

一般情况下，癫痫药物的副作用
是嗜睡，另一种副作用是皮肤敏感，所
以患者需要定期复诊。一般情况下医
生会让病人先服用药物两年，作用是
防止脑神经胡乱发电，若癫痫没再发
作，可减药量。若是两年后还会发作，
就要长期吃药。

若想进一步减低癫痫发病风险，
患者通常必须改变生活习惯。一些生
活习惯会令癫痫发作频密，如睡眠不
够、发高烧、情绪不稳定，这些都会影
响脑部运作，触动癫痫发生。

两餐之间，可以适当加餐，“3+3进
食法”即三餐之外再加三餐，有助于消
除饥饿感，减轻对高脂肪、高能量食物
的渴望，还可避免低血糖。

加餐食物不能选择高热量食物，
比如甜食或油炸食品。可以参考以下
这些健康的加餐选择：黄瓜、西红柿等
可以生吃的蔬菜；西瓜、苹果、梨、猕猴
桃、草莓等低糖水果；紫米粥、麦片粥、
海鲜粥等粥类；也可以吃一小把煮花
生，一杯低糖酸奶或一片全麦面包等。

还要注意，不要在原有三餐食用
量的基础上加餐，而是把原来三餐的
食物总量，分散到六餐中去，这样才不

会造成总热量超标。
例如，之前早饭吃一个鸡蛋、一片

面包、一袋牛奶、一份蔬菜，现在可以
早餐不吃鸡蛋，而是在10点左右用鸡
蛋作为加餐。这样做，摄入的总热量
不变，但是能量的摄入更加均衡，可以
避免两餐间出现饥饿感或低血糖。

当然，选择一日三餐还是一日多
餐，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一日三
餐定时定量，能更好地监测血糖，调整
用药，对工作影响也小。大家可以根
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酌情调整，如果正
在服用降糖药等药物，饮食餐次要遵
医嘱。

大脑分泌的生长激素到达肝脏代
谢后，产生一种生长因子，才能促进长
高。因此，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
可能导致生长异常，生长激素缺乏症
只是其一。

影响身高的因素多种多样，有家
族遗传原因，还可能有运动、饮食、睡
眠、内分泌疾病等外部原因，并非单纯
的生长激素缺乏与否，也不是所有矮
小都需要生长激素治疗，寻找到病因、
对症治疗很重要。

此外，仅是生长激素激发试验测
出来小于10纳克/毫升，也不一定是缺
乏生长激素。首先，生长激素分泌受
多种因素影响，比如运动后、深睡眠、
低血糖、低血压等情况会促进生长激
素的分泌；药物激发下，生长激素分泌
可能受影响，导致分泌量不够，呈现检
测结果假阳性；且判断生长激素分泌
是否正常，还需结合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是否低于正常。

遗传决定身高的70%左右，孩子
的身高需看父母的身高与目前的生长
曲线轨迹差别是否较大。如果遗传身
高并不高，缺乏生长激素的可能性较
小。最后，还要看骨龄是否落后实际
年龄1岁以上，正常情况下骨龄和年龄
在±1岁之间为正常。

新华社天津电（记者 张建新）日
前，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涛教授
团队和化学学院郭东升教授团队在治
疗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究方面取得新
的进展。该成果已发表于国际权威期
刊《先进材料》。

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是引起痴
呆的重要原因，它的特征包括记忆的退
化、认知的损伤和人格的改变，严重威
胁老年人寿命和生活质量。随着人口
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阿尔茨海默病
的患病人数呈升高趋势，然而用于临床
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只有几种，远
远不能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

目前的研究认为，淀粉样蛋白-β
（Aβ）沉积在脑内形成的淀粉样斑块是
阿尔茨海默病最显著的病理特征和致
病机制。因此，Aβ已经成为治疗阿尔
茨海默病药物最重要的靶点。然而，
开发一种化合物既能够识别Aβ，又能
抑制和消除淀粉样斑块是目前阿尔茨
海默病药物开发的重大挑战。为此，

课题组首次将杂多价共组装的概念运
用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中，根据Aβ
的氨基酸序列设计了由环糊精和杯芳
烃组成的共组装体，并探讨了该纳米
材料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研究团队发现共组装体表现出很
好的解聚Aβ纤维和阻止神经细胞死
亡的能力。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共组
装体可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
脑内不同形式Aβ（斑块、寡聚体和单
体）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共组装体可
以显著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的
认知障碍、氧化应激、神经元的死亡和
神经炎症等一系列病理变化。

近年来，特异性的清除Aβ已经成
为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开发的热点。该
论文的第一作者王晖说：“鉴于其对
Aβ的强键合能力、对认知能力良好的
改善作用和较低的毒性，环糊精-杯芳
烃共组装体有望成为一种治疗阿尔茨
海默病的潜在药物，为广大患者和家
属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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