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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反复出现淤青或是身体在报警
■ 浙江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医师 丁杨

近日，关于“淤青”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
搜：“女生身上为什么总是有淤青？”“你们身上
会不会莫名其妙出现淤青……”有些女性一觉
醒来，发现身上出现紫一块青一块，可明明没
有磕碰过呀？这是不是就是民间老人们说的

“鬼捏青”——“鬼”趁着你睡着的时候偷偷“捏
了你”？

这些莫名其妙出来的淤青其实是一种皮
下出血现象。我们的皮肤下藏着很多薄而纤
细的毛细血管，比头发丝都还要细很多倍，轻
轻一碰就可能出现破裂出血。虽然皮肤表面
没有明显的破口，但是毛细血管破裂后，血小
板和凝血因子来不及“补修”，部分流出的血液
渗透到皮肤软组织中，就会凝结成所谓的淤青
了。但是积存在皮下的淤血一般会慢慢被人
体吸收，瘀斑通常会自行消失。

“鬼捏青”纯属迷信，没有科学依据。产生
淤青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如果身上总是莫名
出现淤青，或是身体在向你报警，及时寻求医
生的帮助，完善检查，正规治疗。产生淤青的
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类。

1.血小板因素。血小板是血液细胞中的维
修工，主要功能就是凝血和止血，修补破损的
血管。当人体的血小板数量明显减少时，受伤
的血管就像漏水的管道一样不停地向外渗出

血液，即使没有明显的磕碰也会造成皮下淤
青。血小板减少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血液疾
病，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药物原因，病毒感染引
起等。

2.血管生理因素。我们的血管其实是具有
一定回弹伸缩的韧性的，这种韧性能够对外来
冲击力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从而使血管不容易
出现破损。而由于年龄增大、维生素C缺乏等
原因，会使血管的脆性增加，面对撞击就会“脆
弱”不堪。

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出现淤青，是因为男性
的皮肤厚度普遍比女性厚，对皮下的毛细血管
保护得更好些。所以同样的撞击，男人可能没
事，女人就已经出现淤青了。而且女人相比男
人普遍皮肤偏白，淤青也会更为显眼。

3.凝血功能异常。所谓凝血功能，就是机
体将流动的血液变成不能流动的凝胶状态的
能力。先天性的凝血功能障碍比如血友病，凝
血因子原料的缺乏如维生素K不足，肝功能受
损导致凝血系统的有效成分提供不足，都是常
见的导致凝血功能障碍原因。还有一些人长
期口服抗凝药物，阻止凝血过程。

4.过敏性紫癜。有一种皮下出血，初起可能
是腿上冒出密集的高于皮肤的小出血，时间久了
就融合呈片状瘀斑，但是血小板和凝血功能都没
有任何异常，这可能是过敏性紫癜。过敏性紫癜
的原因与感染、免疫紊乱、过敏体质以及药物有

关，本质是一种血管炎改变。过敏性紫癜好发于
儿童及青少年，皮疹常发生于双下肢部位，有时
上肢、腹部也会出现皮疹，严重时会合并关节痛、
腹痛以及肾脏损伤，但是一般经过正规治疗，过
敏性紫癜的预后还是良好的。

5.溴敌隆（杀鼠剂）中毒。溴敌隆是一种杀
鼠剂，存放不当或者误食等原因会导致中毒，这
种制剂会使体内凝血因子合成障碍，影响凝血功
能。如果有杀鼠剂的明确接触，同时出现瘀斑现
象，不能排除中毒诊断，要及时就医检查。

当身体受伤出现淤青时，可别因为明显的
疼痛感而去使劲地揉搓受伤部位缓解痛感，这
种错误的行为会加重皮下毛细血管的损伤程
度，影响机体止血过程。

正确的操作应该是马上在磕碰部位进行
冰敷。冰冷的温度会使血管壁收缩，减少流向
血管破损处的血液量，减轻淤青的范围和程
度。如果受伤部位是四肢，尽量抬高受伤部位
减少出血。在24小时后就可以在瘀斑部位进
行热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加快淤血代谢。

切记不宜受伤早期进行热敷，那样会加重
出血。一般淤青会在2周内自行慢慢消退。

如果你长时间反复出现非外伤后的淤青，
有必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比如血常
规、凝血功能、微量元素等，排查一些器质性疾
病原因。

（本文由科学辟谣平台特约供稿）

医药上新上新

近日，北京大学发布了一则有关糖尿病治
疗的重磅消息。北大干细胞研究中心与天津
市第一中心医院合作，成功完成了国际首例1
型糖尿病受试者化学重编程诱导多潜能干细
胞分化的胰岛细胞移植手术。该治疗技术有
望成为彻底治愈1型糖尿病的理想方案。

接受胰岛细胞移植术的受试者是一名病
史长达11年的1型糖尿病患者，移植后第10
天，患者血糖稳定，每日胰岛素需要量已经降
低至移植前的一半。北大干细胞研究中心主
任邓宏魁表示，移植后的胰岛细胞功能将在患
者体内得到进一步成熟，治疗效果也将在移植
后数月内逐渐达到稳定状态。

专家表示，糖尿病治疗目前已经进入“细
胞移植时代”，化学重编程诱导多潜能干细胞
技术有望成为彻底治愈1型糖尿病的理想方
案，还可以在伴有胰岛功能衰竭的2型糖尿病
患者的治疗中应用。

（学界）

医药观察观察

第十八届阿斯利康
乳腺肿瘤高峰论坛召开

近日第十八届阿斯利康乳腺肿瘤高峰论
坛召开，多位全国顶级乳腺癌领域专家从乳腺
癌的规范化诊疗、创新治疗手段、全病程管理
三大维度展开讨论，同时呼吁更多创新疗法能
够及早纳入医保，不断提高患者对于创新药物
的可及性，助力患者获得更高质量的长生存。

2020年我国新发乳腺癌病例近42万，严重
危害女性生命健康。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
科研的发展，我国乳腺癌的治疗手段经历了手
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内分泌治疗和新
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变化，不断给予乳腺
癌患者长生存的希望。

如今，乳腺癌已进入慢病化的全病程管理
阶段。专家表示，乳腺癌慢病化的全病程管理
需要重视两个环节：一是在癌症萌芽的阶段尽
早诊断，将乳腺癌管理关口前移；二是坚持长
期规范治疗，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要谨遵医嘱，
坚持用药，提高用药依从性会降低术后复发风
险。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医师视角视角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丽
■ 杨阳

“生活中，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极易伤到
肝脏，肝脏又特别勤劳，不爱‘吭声’，直到出
现疼痛症状了，可能已经发展为肝硬化，甚至
肝癌。”在7月28日第13个“世界肝炎日”前
夕，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肝癌防
治研究中心主任陆伟教授在接受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肝脏又被称为人体
内的“化工厂”，我们平时要爱惜肝脏，少给

“化工厂”输入废物、毒物，注重检测和规范治
疗才是养肝、护肝最为重要的措施。在谈到
肝脏最怕哪些伤害时，陆伟教授列出以下六
种人们生活中容易接触到并常忽视的事物，
提醒大家，要想维护肝脏健康，就要注意保持
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

一怕酒精。“每天大量饮酒的人，患上
酒精性脂肪肝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出5至25
倍。”陆伟教授提示，在我国，约有6200万
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酒精性肝病。进入体内
的酒精主要依靠肝脏进行代谢，长期大量
饮酒会加剧肝脏的负担，乙醇会影响肝细
胞的代谢功能而损伤肝细胞膜，造成酒精
性脂肪肝。长此以往，受损的肝细胞进一
步纤维化，形成酒精性肝硬化，最终发展为
肝癌。陆伟教授说，因每个人对酒精的耐
受度不同，相关的饮酒量危险阈值也有很
大差异：通常女性限定每日摄入折合酒精
量不超过15克（啤酒450毫升、高度白酒30
毫升）；男性不应超过25克（啤酒750毫升、
高度白酒50毫升）。

二怕暴饮暴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肥胖率逐年提升，我国至少有3亿人
患有不同程度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暴饮暴
食会造成身体中自由基水平快速提高，肝
脏压力过大、负担较重，就会进一步造成肝
损伤，形成脂肪肝。另外，若日常喜好高蛋
白饮食，也会导致肝功能异常、代谢能力下
降。部分有毒物质（如血氨）在人体内堆积
过多，进入血液循环到达神经系统，影响脑
神经功能，诱发肝性脑病。

三怕摄入发霉变质的食物。黄曲霉素
是肝癌的致病因素之一，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要注意以下几点：避免黄曲霉素的摄入，
包括不要进食发霉的谷物或坚果；动植物
油如果存放过久也会发生质变，因此不能
存放太久。此外，进食腌渍类食物也会增
加黄曲霉素摄入的风险。陆伟教授建议，
日常生活中要科学搭配饮食，不吃或少吃
油炸、加工、腌制类食品；患有脂肪肝的患
者要加强运动，锻炼方式可以选择散步、游
泳、瑜伽、太极拳等。

四怕通宵熬夜，过度劳累。熬夜伤害
肝脏的主要原因是影响肝脏排毒。每天晚
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是肝脏的“解毒
修复”时间，通宵熬夜会让肝脏的排毒工作
无法正常进行，时间久了便会加重肝脏负
担，造成肝细胞损伤，一旦造成肝损伤，想
要逆转就非常困难。因此，需要上夜班的
人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尽量减少熬夜对
肝脏的损伤，如冬季做好防寒保暖，减少机
体热量消耗，同时食用养肝护肝、药食同源
的食物。

此外，陆伟教授提醒大家：“劳则气
耗”，过度劳累也是容易对肝脏造成伤害的
原因，会破坏机体的免疫状况，导致机体对
病毒的抵抗力下降，比如同样感染一定剂
量的肝炎病毒，健壮的人可能不发病，但是
过度劳累的人就会因为自身抵抗力低而发

病。因此，要学会劳逸结合，不要“压力山
大”，每天保证6~8小时的充足睡眠时间。

五怕乱吃药，不遵医嘱。药物性肝损
伤一般是由患者自身用药不当导致的，其
中，一些老年患者还存在“多吃几片好得
快”的错误偏见。药物进入人体以后，最主
要的代谢场所就是肝脏。当药量过大或者
用药时间过长，药品会持续刺激肝脏、损伤
肝脏，甚至造成肝细胞出现大面积坏死或
引起肝脏衰竭。陆伟教授提醒人们：一定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切不可胡乱
服药。

六怕得了肝炎不在意，不接受长期规
范的治疗。陆伟教授介绍，在我国的肝癌
群体中，大概80％的人都患有乙肝，而乙
肝、肝硬化、肝癌是经典的“肝癌三部曲”。
很多肝炎患者迫于心理压力，害怕社会歧
视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肝炎的危害，
病了也不敢去看病，一拖再拖，肝炎被“拖
成了”肝癌。

因此，最有效的阻断办法就是让已知
自身患有乙肝的患者接受长期规范化的
抗病毒治疗。对于初期抗病毒治疗的乙
肝患者，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强
效、高耐药性的药物，能够有效降低肝硬
化及肝癌发生率。此外，乙肝患者一定要
提高自身用药依从性，定时定量服药，坚
持随访长期治疗。

无缘无故身体紫一块青一块，“鬼捏青”说法纯属迷信

首例胰岛细胞移植成功
有望彻底治愈1型糖尿病

■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李湘元

叶酸对于备孕期的准妈妈一
定不陌生，提前补充叶酸已成为
大家的共识。但市面上叶酸种类
繁多，除了常见的叶酸片还有活
性叶酸，该如何选择呢？

普通叶酸和活性叶酸各有不
同。合成叶酸通用名为蝶酰谷氨
酸，是人工合成的叶酸。活性叶
酸通用名是5-甲基四氢叶酸，是
叶酸经还原、甲基化后得到的活
性叶酸。它可以绕过叶酸代谢环
节，直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准妈妈到底该选择哪一种叶
酸呢？

针对叶酸基因代谢障碍人
群、有神经管缺陷生育史的人群
（包括唇腭裂、先天性脑积水等）、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人群，因
叶酸利用不足，会导致流产或胎
儿神经管畸形风险增高，建议直
接使用活性叶酸。而没有高危因
素的准妈妈可以使用合成叶酸或
者活性叶酸。

如何选择叶酸补充的剂量？
一般人群：补充叶酸的有效

而安全的剂量为 0.4~1.0mg/
日。建议从孕前至少3个月开
始，每天补充叶酸0.4~0.8mg，直
至妊娠满3个月。

三类人群可酌情增量：1.生
活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北方农村
地区；2.新鲜蔬菜及水果摄入较
少人群；3.血液中叶酸水平低人
群。同时，建议备孕及孕早期妇
女多食用绿叶蔬菜及新鲜水果，
保持合理体重，降低新生儿神经
管缺陷的发生风险。

特殊人群：有神经管缺陷生
育史的妇女或夫妇一方患有神经
管缺陷，建议从可能怀孕或孕前至少1个月开
始，增补叶酸每天4mg，直到妊娠满3个月。
根据国内现有剂型，可增补5mg/日。患糖尿
病、肥胖、癫痫、胃肠道吸收不良性疾病，或正
在服用增加胎儿神经管缺陷风险药物，如：二
甲双胍、甲氨蝶呤、卡马西平等药物，建议妇女
从可能妊娠或孕前至少3个月开始，增补叶酸
0.8~1.0mg/日，直至妊娠满3个月。

孕中、晚期妇女及哺乳期妇女建议除经常
摄入富含叶酸的食物外，还要继续增补叶酸
0.4mg/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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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药用药
2023年世界肝炎日主题：坚持早预防，加强检测发现，规范抗病毒治疗

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怎么办？

定期进行肝功能体检可以帮助我们及时
发现肝脏健康问题。但很多人在拿到肝功能
体检报告后，都会对报告中上上下下的箭头一
头雾水。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这些数值都
代表什么？如果发现体检报告异常该怎么办？

转氨酶升高，会不会传染？答案是“不一
定”。引起转氨酶升高的原因包括病毒性肝
炎如乙肝、丙肝、甲肝、戊肝，脂肪性肝炎，药
物性肝损伤，自身免疫性肝病，其他原因如遗
传性肝病、胆道梗阻引起的急性胆管炎等。
在这么多可以引起转氨酶升高的原因里面，
只有病毒性肝炎是可以传染的，其他的所有
原因都不会传染。

如果体检发现转氨酶升高，建议筛查乙
肝五项、丙肝抗体。如果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需要进一步查 HBV-DNA。如果丙肝抗体
阳性，需要进一步查HCV-RNA。急性肝损
伤可考虑查甲肝抗体、戊肝抗体。如果发现
了乙肝，需要长期抗病毒治疗，达到减少发展
为肝硬化、肝癌的风险。

体检发现脂肪肝，严重吗？脂肪肝是指
各种病因引起的脂肪（主要是甘油三酯）在肝
脏内过度储积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当脂肪积
聚超过肝脏重量的5％或肝组织中5%以上的

肝细胞发生脂肪沉积称为脂肪肝，导致脂肪
肝的最常见原因是肥胖、糖尿病、饮酒。

脂肪肝不是简单的良性疾病，可分为不
同的疾病阶段，发展缓慢，但可以逐渐进展，
最终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而且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脂肪肝发病率逐渐升高，死
亡率明显升高。如果体检彩超发现脂肪肝，
发现转氨酶升高，医生判断是由脂肪肝引发
的转氨酶升高，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胆红素升高，是不是得肝炎了？答案一
般都是否定的。我们身体里面的红细胞都
有一定的寿命，衰老的红细胞会被破坏掉，
产生一些废物并排出。废物排出去的过程
就需要在肝脏里面进行，需要从间接胆红素
变成直接胆红素，然后排出。在这个过程当
中，任何一步出问题或者是速度变慢都会让
血里面的间接胆红素升高，同时直接胆红素
升高。像贫血的患者，就会出现间接胆红素
和直接胆红素升高的情况。其次，如果在间
接胆红素到直接胆红素转化的过程中，关键
酶的活性降低也会导致间接胆红素升高，引
起吉尔伯特综合征。因此胆红素高，并不一
定是患上肝炎。
（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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