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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是常见的糖尿
病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尿病引起大、
中动脉的动脉粥样硬化，导致斑块形
成，继而阻塞血管，该病变主要侵犯主
动脉、冠状动脉、脑动脉、肾动脉和下
肢动脉等，若发生在下肢动脉，可导致
下肢缺血性症状。

在早期，患者可能仅感觉麻木、发
凉，患肢皮肤温度较低、苍白，足背、胫
后动脉搏动减弱；随着病情的发展，可
出现间歇性跛行（步行后产生的疲乏、
疼痛或痉挛，常发生在小腿后方），可

伴有皮肤干燥、脱屑、趾甲变形、小腿
肌肉萎缩，足背、胫后动脉搏动消失；
当血管严重狭窄，甚至完全闭塞后，患
者即使在安静情况下，下肢也可出现
剧烈且持续的疼痛，夜间更严重，患者
常辗转反侧、屈膝护足而坐，或借助肢
体下垂以求减轻疼痛。即便会去医院
求医，部分“顽固”患者仍继续发展，最
终出现趾端发黑、干瘪、坏疽或缺血性
溃疡，需进行手术治疗，甚至截肢。

早期发现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意义
重大，除了上述症状外，可采用“抬腿自

测法”自查：先将下肢抬高70°~80°，
持续1分钟，正常肢体远端皮肤会保持
淡红或稍稍发白，如果呈现苍白或蜡白
色，则提示动脉供血不足；接着，将下肢
下垂于床沿，正常人的皮肤色泽可在10
秒内恢复，如果恢复时间超过45秒，且
色泽不均匀者，进一步提示动脉供血障
碍，需至医院进一步检查。

考虑到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发生
率高，建议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老病号，
定期去医院进行下肢血管彩超或踝肱
指数（ABI）检查，以评估血管情况。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免疫介导的慢
性炎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
罗恩病两种，近年来发病率显著升高。

炎症性肠病的发病原因相对复
杂，主要是由于肠道菌群、肠道细胞以
及免疫细胞三者之间的失衡。通俗来
讲，就是机体免疫系统对肠道中的细
菌过度防御，并在肠道黏膜开战，且

“战火”绵延不休，最终损伤了肠道上
皮细胞，导致炎症性肠病发生。饮食
习惯、卫生环境、药物也可在特定条件
下引起三方失衡。

在这场“战争”中，免疫细胞会产
生很多炎症因子作为“信使”，“信使”
会借着血管这条“高速公路”，沿途召
集更多免疫兄弟，鼓动它们加入“战
争”。这些炎症因子通过血管时会激
活凝血因子，发生凝血级联反应，进而
导致血栓形成。据报道，对比未患病
人群，炎症性肠病患者患血栓的风险
增加了2倍。

由于“信使”们随着血液循环流向
全身各处，破坏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
大、中、小各级血管，导致患者全身血
栓形成风险增加，较常发生在下肢静
脉，通常表现为腿部肿胀、疼痛、红斑，
也有些较罕见却致命的血栓栓塞，比
如肠系膜血栓会导致腹痛、便血；肺栓
塞可出现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脑血
栓可导致晕厥、头痛、视物模糊、运动
感觉障碍等。

研究发现，高龄、既往有血栓病史、
长期卧床、心功能不全、恶性肿瘤、服用
类固醇激素或避孕药的炎症性肠病患
者更易出现血栓，这些人要尤为注意。

嗅觉突然失灵
可能是疾病信号

■ 田雨汀

抬腿一分钟 自测血管堵不堵
■ 金 辉

慢性肠炎患者
要严防血栓

■ 蒋绚 于旭彤

红豆加牛奶
补钙又护心
红豆营养丰富，是深受国人喜爱

的粗粮；牛奶口感醇香，是备受推崇的
健康饮品。很少有人想到，这两种食
物还是好搭档。

红豆富含钾、镁、钙、铁等营养素，
对维护心脏健康有着积极作用。此
外，其中富含的膳食纤维在肠道里能
被细菌分解产生丁酸盐，有助降低肠
道和血管的炎性反应。

牛奶和红豆搭配在一起具有很高
的营养价值，红豆里的营养素，特别是
膳食纤维，不会因为煮的时间过长而
损失，相反，煮烂后更容易消化吸收，
且其蛋白质含量还高于谷物。牛奶和
红豆搭配在一起，可谓补钙又护心。

从味道上来说，红豆牛奶浓浓的
奶香混合着豆香，让人非常有食欲，特
别适合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

管疾病、骨质疏松、便秘的人群
食用。 （本报综合）

嗅觉失灵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有
人因此误吃腐败的食物，有人感受不到
食物的美味、花香的曼妙，还有人因注
意不到烧焦的气味，而无法预防火灾的
发生……现代人在不良用鼻习惯、病毒
感染、外伤、空气污染、化学品等的刺激
下，嗅觉仿佛渐渐“失灵”了。更令人担
忧的是，不少人对此不以为意。

嗅觉对人体的重要性

鼻腔有呼吸和产生嗅觉两大功
能，鼻腔顶部和上部负责嗅觉，下部主
管呼吸。嗅觉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感知
周围环境，小到衣食住行，大到突发险
情，可以说，嗅觉一动，各个器官都会
配合“作战”：

增强食欲
香气扑鼻的美食能够使人食欲大

增，而臭味或腐败的味道会使人自动
远离，这些都离不开嗅觉的刺激。

帮助记忆
嗅觉作为大脑里最古老的器官，

与情感记忆的连接很强烈。人们闻到
某种特定的味道时，能够瞬间勾起久
远的回忆，这是由于嗅觉建立了相应
的神经反射。

发现危险
有研究表明，嗅觉可以区分很多

威胁健康和生命的气味。例如，化学
品和腐烂食物的气味进入鼻子后，信
号会在100~150毫秒内到达大脑，并在
300毫秒内做出反应，使人无意识地
远离不良气味。

影响情绪
人在闻到花香或食物香味后，心

情会变得舒畅。嗅觉不好的人情绪通
常也会受到慢性影响，对周围事物及
环境产生淡漠、焦虑、抑郁等情绪。

嗅觉下降和哪些因素有关

鼻腔、嗅区黏膜、神经、大脑中枢
功能和结构的正常是保证嗅觉的重要
环节。嗅觉受许多因素影响，当你发

现嗅觉下降时，很可能是因为身体已
经被疾病缠上：

鼻炎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过敏性鼻

炎、普通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等各类
鼻炎发病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
过敏性鼻炎患者多达2.4亿人。当炎
症控制住或做了相应手术后，嗅觉是
可以恢复的。

外伤和肿瘤
颅底、颅中窝的骨折，可能损伤嗅

细胞和嗅神经，导致嗅觉障碍。患上
胶质瘤等颅内肿瘤疾病，有时会侵犯
嗅神经，在头痛或颅压过高等症状尚
未出现时，可能首先产生嗅觉障碍。

病毒感染
发生感冒或其他病毒感染时，病毒

会导致神经功能丧失，造成嗅觉下降。
此外，随着年龄增长，人的神经功

能会慢慢退化，嗅觉下降就是症状之
一。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人嗅觉
神经也会发生退行性改变，引起嗅觉
下降。嗅觉还与气温、湿度有一定关
系。在受到具有强烈气味的化学品刺
激后，嗅觉会出现暂时或永久损伤。
部分人嗅觉细胞先天性发育不良，嗅
觉也会受到影响。

出现两种情况应及时就诊

嗅觉改变有时是某些疾病的隐性
信号，通常会先于其他症状出现，但常
常被忽视。出现以下情况要尽早就诊：

轻微改变
嗅觉下降早期不容易被发现，通

常是轻微的改变。当周围人能够闻到
很多气味，如强烈的臭味、发霉的味道
等，但自己却感觉不到时，预示着嗅觉
发生减退了。此外，还要警惕味觉的
突然性改变，例如无法感受到酸、甜、
苦、辣、咸等味道时，也要注意嗅觉是
否出现障碍。

嗅觉倒错和幻嗅
出现嗅觉倒错的情况时，患者无

法正常感知真实气味，可能闻到臭的
味道但认为是香的，或将香味感受为
臭味。幻嗅是指患者会闻到原本不存
在的味道，即“凭空捏造”。

上述两种情况往往和神经官能
症、焦虑或抑郁等因素有关，属于神经
和心理上的问题，嗅区功能其实正常，
在接受相应治疗后能够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