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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近年来

的临床研究数据显示，糖尿病的患病人群正

逐渐年轻化。胰岛素泵是一种先进的血糖管

理方法，它通过模拟人体胰岛素的自然分泌

模式，持续、微量地向患者体内输注胰岛素，

以达到稳定血糖的目的。本文将主要对胰岛

素泵治疗 2 型糖尿病的应用知识进行科普。

什么是胰岛素泵

胰岛素泵研制成功并用于糖尿病治疗已

30 余年，在临床治疗糖尿病中有良好效果，

已被广泛推广应用，成为治疗 2 型糖尿病的

有效措施。胰岛素泵指的是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将胰岛素注入患者的体内，从而达到治

疗疾病与减缓疾病发展的效果。胰岛素泵主

要由人工智能控制系统、药物储存器、管道

等组成，患者在需要注射胰岛素时，按照系

统提示的程序进行操作，可以轻松地将胰岛

素药物注入体内，达到血糖调节的作用。

胰岛素泵的优势

模拟人体胰岛素分泌 以往 2 型糖尿病

患者主要是通过晚上向身体内注射药物的方

式控制血糖，促进体内糖分代谢。这一方式

虽然有效，但如果患者在晚上出现低血糖，

难以及时发现，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胰

岛素泵的使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胰岛素泵

可以模拟胰岛素活动，控制患者胰岛素分泌，

用少量的药物实现血糖控制，维持患者身体

的稳定状态。

缓解患者生活压力 传统的胰岛素注射

方式无法实现对药物剂量的精准控制，而胰

岛素泵的应用，有助于患者根据自身身体状

况选择注射药物的剂量，实现精准控制，减

轻经济负担，以缓解患者的生活压力。胰岛

素泵的使用可以让患者的血糖处于稳态，自

由地安排日常活动，同时还可以降低血糖过

高与血糖过低带来的风险。

胰岛素泵的适应证

第一，需要经常注射胰岛素的 2 型糖尿

病患者，选择胰岛素泵可以减少对患者身体

的伤害，提高治疗效果。

第二，加晚班的患者，由于需要值夜班，

如工厂上班的工人、警察、长途车司机等。

为了注射胰岛素方便，这些患者可以根据自

身的需求，佩戴胰岛素泵。

胰岛素泵的使用要求

第一，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胰岛素

泵的选择和使用，科学、规范地操作设备。

第二，每天都进行血糖测量，需要使用

胰岛素泵时再进行药物注射，不能擅自增加

或减少药物注射次数、注射量等。

第三，不愿长期皮下埋置输液管或长期

佩戴胰岛素泵，心理上不接受胰岛素泵治疗

的患者，不建议使用。此外，有严重的心理

障碍或精神异常的糖尿病患者，也不能使用

胰岛素泵。

总而言之，胰岛素泵治疗 2 型糖尿病是

一种安全、有效的血糖管理方法。对于符合

条件的患者来说，它能够提高血糖控制的精

准度、减少低血糖风险、提高生活质量。然

而，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专业指导、定期

监测、预防感染以及低血糖处理等问题。另

外，因为患者患病年限、年龄、病情严重程

度、生活习惯等都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在进

行治疗过程中，还需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听从

医生建议积极进行治疗活动，这样才可以得

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胰岛素泵在 2 型糖尿病治疗中的应用
▲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白云分院  尹雪霞

焦虑症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影响着全球数百万人。它不仅困扰着个体的

日常生活，还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尽管

许多人都有焦虑的经历，但对其根源和持续

存在的原因了解有限。本文通过探讨焦虑症

的生物学基础、心理学因素、社会环境影响、

认知习惯及现代生活方式，帮助大家更深入

地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并寻找有效的应

对方法。

生物学基础：
神经系统与化学物质的作用

焦虑症的生物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与大

脑中的神经递质不平衡有关，这些神经递质

在调节情绪和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研究

表明，焦虑症患者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如 5-

羟色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 γ- 氨

基丁酸（GABA）可能存在异常。

血清素是一种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的神

经递质，其水平的下降通常与焦虑和抑郁症

状有关。当血清素在大脑中的供应不足时，

个体的情绪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影响，从而更

容易出现焦虑症状。

去甲肾上腺素是另一种与焦虑密切相

关的神经递质。它参与了“战斗或逃跑”

反应，即在面临威胁时，身体的生理应激

反应。当去甲肾上腺素在大脑中过度释放

时，会导致个体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这

种持续的高警觉性可以使个体感到强烈的

焦虑和紧张感，甚至在没有明显外部威胁

的情况下也会如此。

γ- 氨基丁酸（GABA）是一种主要的抑

制性神经递质，它的作用是减少神经元的兴

奋性，帮助大脑保持平衡状态。当 GABA 水

平下降或其功能受损时，神经系统的抑制功

能减弱，导致神经元过度活跃，从而引发焦

虑症状。GABA 的减少与焦虑症的产生有直接

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某些抗焦虑药物会通

过增强GABA的作用来缓解焦虑症状的原因。

此外，遗传因素也在焦虑症的发病中起

到重要作用。家族中有焦虑症病史的人，更

容易患上焦虑症。这表明焦虑症可能具有遗

传易感性，某些基因的变异可能导致个体更

容易出现焦虑反应。

心理学因素：
早期经历与人格特质的影响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早期的生活经历

对焦虑症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童年时期

经历的创伤、虐待、忽视或家庭关系紧张，

可能对个体的心理发展产生持久的负面影

响。这些不良经历可能导致个体形成不安全

的依恋关系，使其在成年后对外界环境产生

深深的不信任感，进而容易表现出焦虑倾向。

例如，早期的创伤可能会使个体对未来充满

担忧，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对潜在的威胁

高度敏感。

人格特质也是焦虑症的重要影响因素。

具有内向性格、完美主义倾向以及高敏感度

的人通常更容易感到焦虑。内向的人倾向于

内省，可能会过度思考和自我反省，而完美

主义者则往往对自身要求过高，对失败和批

评特别敏感，容易因未能达到预期而产生自

我怀疑和过度担忧。高敏感度的人在面对压

力或外部刺激时，往往反应强烈，容易感到

情绪上的不安和紧张。此外，消极的思维模

式如“灾难化思维”也会使人更容易陷入焦

虑情绪中。

社会环境因素：
现代社会的压力与不确定性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压力和不确定性，这是焦虑症普遍存在的重

要原因之一。当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已成为

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竞争激烈的职场

环境要求个体不断提高效率和业绩，这种持

续的高压状态会导致精神上的疲惫和焦虑。

经济负担也是另一个重要的压力来源，许多

人面临着房贷、教育费用、医疗开支等沉重

的经济负担，这种财务压力长期积累，容易

导致焦虑感的增强。

社交压力和信息过载在现代社会中也

尤为突出。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轻

松地展示自己的生活，但同时也使得个体更

容易陷入与他人的比较之中。无论是生活方

式、职业成就，还是个人外貌，社交媒体上

的完美形象往往给人带来不现实的期望，导

致自我价值感的降低和焦虑感的增加。此外，

信息的过载使得个体必须不断处理大量的资

讯，这不仅会造成认知上的负担，还可能引

发信息焦虑。

现代生活方式：
不良习惯与健康问题的关联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无形中助长了焦虑

症的蔓延，其中包括长期缺乏运动、不规律

的作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及过度依赖

电子设备等问题。

缺乏运动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研究

表明，缺乏运动会导致体内压力激素，如皮

质醇的水平升高，而长期的高皮质醇水平与

焦虑症的发作密切相关。相反，规律的运动

不仅能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还能释放内啡

肽，这种“快乐激素”能够帮助缓解焦虑症

状，提升情绪状态。

不规律的作息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对

焦虑症有显著影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

使得许多人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或缺乏足

够的睡眠，而睡眠不足会严重影响大脑的功

能，导致情绪不稳定和焦虑感的增加。不健

康的饮食习惯，如高糖、高脂肪的饮食，可

能导致体内炎症增加，而这种炎症与焦虑症

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

过度依赖电子设备，特别是社交媒体，

也是现代焦虑症的重要诱因。长时间的屏幕

时间不仅会导致眼睛疲劳和身体不适，还会

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沉迷于虚拟社交

网络会削弱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导致社交孤

立和社交技能的退化，从而增加焦虑感。此

外，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干扰人体的生物

钟，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导致睡眠质量下

降，而睡眠不足是引发焦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焦虑症为何总是困扰我们？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松江医院  崔敏  王秀娟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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