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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脸盲的发生率为2.5% ，
差不多每200个人里面就有5个人

“天生脸盲”。
脸盲常被叫作“面孔失认症”，但

目前它还不算医学界认可的疾病，只
能说是一种生理上的非常态。

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叫作
“梭轮回”的区域，负责着人脸识别、
文字识别、复杂图形处理等多种功
能。这个区域一旦出了问题，就可能
导致“脸盲”。

对脸盲的人来说，从一张集体照
里找到朋友的难度就像在一堵墙上
找出一块特别的砖头一样难。

脸盲的形成原因暂时不明，有说
法认为是关键区域的连接有问题，也
有可能是大脑发育不良所致。目前
的医学水平无法治疗脸盲。

脸盲的人，为了记住别人的面孔，
也往往要多费一番心思。有一对英国
的科学家夫妻，因为双方都是先天性
脸盲，就都把头发染成特别的颜色，为
的就是在人群中快速认出彼此。

如果你遇到脸盲的人，请保持理
解和耐心。毕竟，人家已经非常努力
了。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未来会有
更好的办法来帮助这些认不了人的
脸盲们。

健康过冬
注意捂好 大寒气入口

“脸盲”是病吗？
■ 李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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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示：
关注心血管病和肾脏病的相互影响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林苗苗
屈婷）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肾内科开科仪式上，该院肾
脏病学科首席专家李学旺介绍，“心肾
是一家”，它们之间存在有形和无形的
联络，有形的联络是通过血液循环系
统，无形的联络是肾脏产生的肾上腺
素等激素会对心率和血压等产生调节
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肾内科

主任蔡建芳介绍，心肾疾病“相伴相
生”，一是因为它们有许多共同的致病
机制和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肥胖等；二是因为心肾疾病之
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从心血管疾病对肾脏的影响来
说，临床上急性心衰的患者中高达
30%合并急性肾损伤、冠脉造影的患
者中 5%至 10%会发生急性肾损伤。
反过来，肾脏疾病也会导致心血管疾

病。如急性肾损伤患者易出现急性左
心衰；慢性肾脏病患者易发生各种心
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心衰、冠心病
等，且随着肾脏病的进展，心血管疾病
的患病率增加。

专家提醒，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易
于合并肾脏疾病，尤其对于长期的心血
管病患者；反之，肾脏病患者亦需警惕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若两者合并存在，
应尽早到医院的心肾专科联合就诊。

不少人患了感冒后，常会出现一
些并发症，诱发耳鼻的疾病。而这类
疾病往往都会伴有耳鼻气压的改变，
这些改变很少有人知道，结果用错了
劲，导致耳鼻出现各种令人不适的小
毛病。

有的人在感冒后，出现耳胀、耳闷、
耳鸣甚至耳内剧痛、耳聋等不适感，这
多是因连于鼻咽部与耳之间的咽鼓管
受累，进而阻塞，使耳鼓室内空气逐渐

被吸收、气压降低乃至形成负压所致。
检查时可见鼓膜内陷，临床上称为卡他
性中耳炎。此时，若无鼻涕，可施以鼓
气吹张法，即略吸一口气，然后轻轻捏
鼻、闭唇、用力向耳部鼓气，以突然有声
为度。这样可迫使空气进入咽鼓管，使
咽鼓管两端的气压保持平衡。

还有的人在患感冒后，由于炎症
波及到鼻窦，常会引起鼻窦炎的发作，
这时鼻窦内分泌物潴留并堵塞窦口，窦

腔内空气逐渐减少甚至成为真空状态，
临床上除表现为鼻塞、流浓涕外，还可
见头昏重、头痛等。此时可行吸气引流
法，即先缓出一口气，而后轻轻捏鼻，闭
口，用力由鼻腔向内吸气，使鼻腔形成
负压，这样鼻窦内浓液就会引流至鼻
腔，恢复鼻窦的正常通气功能。另外，
凡是平时鼻窦功能不好的人，感冒后可
及时应用此法，能够减轻症状，减少鼻
窦炎的发生。

感冒后耳鼻不适怎么办？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宁蔚夏

俗话说：百病
从寒起，十病九因

寒！我们日常生活中
的很多小痛小病，其实

都与“受寒”密不可分。
要想健康度过这个“最冷

时期”，在保暖问题上，可千
万不能大意！

要知道，我们身上有 6 个寒
气“入口”，比别的地方更怕冷，

需要我们更用心地呵护。

寒气侵入的6大入口

头部
作为人体的“诸阳之会”，很多

重要经脉都汇集于头部。患有高血
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人，头部受
寒血管收缩，易引起血压飙升或导
致大脑供血不足，从而发生脑卒中。

冬日出门常戴帽，做好头部保
暖工作，不但有助于贮藏阳气，抵
御寒气侵袭，还可以增强我们的
抵抗力，预防感冒。日常没事还
可以多用手指“梳梳头”，疏通头
部经络、通畅气血。

颈部
颈部为大脑输送血液

和氧气的重要枢纽，脖子受
凉易引发落枕、感冒。

寒冷时节注意颈
部的保暖，使颈部血液
循环畅通。冬天出门
可以选择高领衣服

或带条围巾，不
但应季时髦，

还 能 为 我

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后背
背部作为人体的四大养生区之

一，更是“全身阳脉之海”。如果背部
受了寒，不但容易腰酸背痛，而且腑脏
功能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没事搓搓
背，疏通脉络，促循环；没事晒晒背，暖
好后背，全身舒畅。

肚脐
肚脐周围既无肌肉也无脂肪组

织，但血管分布又很丰富，可以算是我
们身上最怕着凉的地方了。

脐部着凉，不但易引发腹泻、感
冒，对于女性来说，还容易导致经血
不畅通。在每晚睡前，我们可以将双
手搓热按摩肚脐周围，这样做能预防
着凉，促进肠胃蠕动，增强我们的免
疫力。

膝盖
膝关节外只有一层皮肤包裹，没

有丰厚的脂肪和肌肉保护，血液供应
较少，所以对温度和湿度都
非常敏感。膝关节受寒
易发生退行性变化，
出现疼痛、屈伸不利
等问题。

天冷了，及时
穿秋裤之余，带上保
暖护膝也是个不错
的选择，除此之外，
别忘了要保持适当
活动，促进下肢血
液循环与代谢，
才能为膝盖增

加“温度”。
脚
寒从脚下起。脚，是人身上离心

脏最远的部位，再加上冬天人会变懒，
不爱“运动”，足部的血液循环更是“难
上加难”。同时，足部经脉汇集，又非
常重要，万万不能冻着。

冬天天气寒冷，晚上睡前不妨用热
水泡泡脚，驱散寒气的同时，舒缓一天
的疲惫。而每天抽空坚持做“踮脚运
动”，可以促进足底血液循环，增强踝关
节和膝关节稳定性，延缓关节退变。

寒气招来一身毛病

流清鼻涕
当冷空气进入鼻腔，毛细血管收

缩，纤毛运动减弱，就会出现流清鼻涕
或鼻孔黏液现象。这属于鼻子对冷空
气敏感的一种自我保护性反射。

心脏负担加重
在寒冷时，为给身体供应能量，

心率会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和工作
负荷也会增大。低温时血液更
黏稠，流速更慢，则进一步加
重心脏负担。一旦遭受寒冷
刺激，冠状动脉易收缩痉挛、
血压升高，原有心血管基础
病变的患者可出现急性心肌
缺血，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
梗死。

胃缩成一团
受凉时，胃部肌

肉、血管会收缩，发生

胃痉挛，像抽筋
一样。如果此时吃
生、冷、硬食物或难以
消化的大鱼大肉，更易
给胃带来负担。

关节僵直
寒冷会导致肌肉收缩，

血运和滑液分泌减少，关节周
围组织顺应性变差，很多人会
感觉肌肉酸痛、关节发僵、关节
炎疼痛加重。

情绪低落
有些人在冬季会出现情绪低

落、没有活力、容易发怒等表现，这
被称为“季节性情绪失调症”。

养成好习惯预防寒气入体

天气寒冷，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寒邪侵犯人体。

多吃时令蔬果，如萝卜、白菜
等。一日三餐要有规律，早餐重营
养，午餐要吃好、吃饱，晚餐宜清
淡、易于消化。午后太阳当头之
时，晒20分钟左右，傍晚时分则
可以背对阳光晒后背，最好是
边晒边拍打按摩，有助调理五
脏气血。

冬季更要保证充足的
睡眠，以防寒邪伤身。建
议作息调整为“早卧晚
起”，如果时间允许，躺
到阳光照耀时再起床
最好，可以躲避寒
邪，避免阳气受
到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