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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天坛医院

王拥军教授等研究显示，

国 人 短 暂 性 脑 缺 血 发 作

（TIA）年龄标准化患病率

达 2.27%，知晓率仅 3.08%，

规 范 治 疗 率 仅 为 4.07%。

（Neurology. 2015 年 5 月

8 日在线版）

TIA 是未来发生卒中

的 预 警 事 件， 有 研 究 表

明 TIA 后 90 d 卒中风险为

10%~15%，且 50% 卒中发生

在 2 d 内。

这项 2010 年开展的全

国范围内的横断面调查研

究，共纳入 98 658 例中国

城乡居民。通过面对面采

集及神经内科医生的电话

回 访， 最 终 确 认 2780 例

TIA 患者。

研究发现，仅有 3.08%

的受试者听说过 TIA，并

了解其症状及危害。这一

短板在居住在经济欠发达

地区及乡村、以及文化水

平不高的人群中尤其凸显。

从诊治角度来看，被调查

的 所 有 TIA 患 者 中， 仅

16% 有明确的诊断，其中

居住在乡村、接受教育程

度低者多漏诊。在这 16%

诊断明确的 TIA 患者中，

44% 在发病后 24 h 内前去

就医，26.3% 接受了指南规

范化治疗，6.1% 接受中医

治疗。但在整体 TIA 人群

中，有 5.02% 的人接受了

治疗，仅 4.07% 接受了指

南推荐的规范化治疗。

研 究 还 发 现，TIA 随

年 龄 增 加 患 病 率 升 高，

TIA 多在老年、女性、受

教育程度低、吸烟者、乡

村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有

卒中史、高血压病史、心

肌梗死病史、血脂异常以

及 伴 有 糖 尿 病 者 中 多 见

（图 1）。

王拥军指出，我国人

群对 TIA 缺乏基本认识，

这也导致了 TIA 较低的救

治 率。 全 国 约 有 2390 万

TIA 患者，而 86% 未救治。

较高的卒中风险和较低的

诊治率，意味着 TIA 已成

为中国沉重卒中负担的重

要推手。因而，做好 TIA

科学普及教育工作，是今

后卒中防治工作的重要目标

之一。

中国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超2千万
仅 16% 有明确诊断，知晓率 3.08%，规范治疗率 4.07%

加 拿 大 一 项 研 究 显

示，与院外发生卒中的患

者相比，在住院期间发生

卒中者，常会出现卒中诊

断和处理方面的延迟。

（JAMA Neurol. 2015 年

5 月 4 日在线版） 

该研究纳入的卒中患

者中，其中 973 例患者为

住院期间发病；28 837 例

患者为院外发病。与院外

发病患者相比，医院内发

病的卒中患者年龄偏大，

伴有糖尿病、高血压、高

脂血症以及房颤的比例均

更高。

研究发现，与院外发

病的卒中患者相比较，住

院期间发病的卒中患者，

开始神经影像学检查的

时间显著较晚（4.5 h 与

1.2 h）； 缺 血 性 卒 中 患

者接受溶栓治疗的比例

更少（12% 与 19%）。

从获得诊断到溶栓开

始之间的时间延迟也更长

（2 h 与 1.2 h）。校正相

关因素后，两类患者在

发病 30 d 和 1 年死亡率

无显著差异。

研究者指出，虽然院

内发病的卒中患者在发

病和到达医院之间不存

在时间延迟。然而，这一

人群中常见的近期手术

和急性内科疾病等因素，

可能会限制溶栓疗法和

其他紧急干预措施的实

行，并给患者预后带来不

利影响。另外，即使这些

患者得到了最佳治疗，其

效果也不会太好；更何况

有些治疗可能还不适合

于他们。

瑞 典 一 项 研 究 显

示，学校老师及相关人员

及时发现有自杀想法的

学 生， 并 进 行 劝 服、 引

导， 对 青 少 年 自 杀 干 预

具有显著效果。（Lancet. 

2015,385:1536）

该研究纳入 10 个欧盟

国家 168 所学校的 11 110 

名青少年，平均年龄 15 

岁。随机分至 3 个试验组

和 1 个对照组。

试 验 组 分 别 为： 询

问、说服及引导组：以学

校老师及相关人员为干

预对象，训练其及时发现

有自杀想法的学生，及时

劝服，引导其寻求专业帮

助；青年心理健康意识计

划（YAM） 组： 以 学 生

为干预对象，增加其识别

自杀危险因素的意识，训

练其处理各种难题、排解

压力等能力；专业人员筛

查组：对自杀高危学生进

行详细评估和专业心理

干预。

结果发现，干预 12 个

月后，YAM 组的尝试自

杀事件（0.70% 与 1.51%）、

重度自杀想法（0.75% 与

1.37%）都显著低于对照组。

整个研究过程中没有学生

真正自杀。

研究者指出，学校是

青少年学习、成长最重要

的场所之一，因此以学校

老师为主体的 YAM 自杀

干预方案效果显著。同时

该结果也表明，以学校为

单位的自杀干预研究是必

要的。

本报讯（记者 裘佳）

5 月 15 日，“中国健康知

识传播激励计划（骨质疏

松防治）”在京启动。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

中心主任王临虹、中华医

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

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夏维波

教授等专家及健康知识宣

传员白岩松与会，共同呼

吁澄清对骨质疏松的认知

误区，有效防治骨质疏松，

提高国人骨质健康水平。

夏维波教授介绍，除

了摄入足量的钙和维生素

D3，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适量运动、多晒太阳、定

期进行骨密度检测，都是

预防骨质疏松及骨质疏松

性骨折的有效方法。

现场还首次发布“骨

动中国”健骨操，后续将借

助“骨动中国”健骨操创意

大赛等，在全国进行推广。

本报讯（记者 裘佳）

5 月 14 日，在“世界炎症

性 肠 病（IBD） 日” 来 临

前夕，2015 年“爱·常在，

你并不孤单”世界 IBD 日

宣传活动在京启动。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

科主任钱家鸣教授介绍，

1991-2010 年，我国报告的

IBD总病例数为342 924例，

与 前 10 年 相 比， 后 10 年

的总病例数增长 2.4 倍多。

亚洲炎症性肠病与结

肠炎组织主席胡品津教授

表 示，“IBD 是 终 身 的

致残性疾病。我们正致力

于研究一个安全、及时、

有效和以患者为中心的健

康管理模式，建立由多学

科专业人才组成的诊疗团

队 为 IBD 患 者 提 供 及 时

诊断和恰当治疗，完成收

治、建档、随访及教育等

一系列贴切的服务，尽最

大可能帮助患者回归正常

生活。”

本报讯（记者  牛艳红）

5 月 15 日，WHO 在 京 发

布首部慢性乙型肝炎治疗

指南中文版。

WHO 驻华代表施贺德

介绍，目前全球约有 2.4 亿

慢 性 乙 肝 患 者，20%~30%

的感染者会出现肝硬化和

肝癌等并发症，每年约造

成 65 万人死亡，且大多数

分布在中低收入国家。

该指南建议，应用简

单的非侵入性诊断方法评

估肝病分期及治疗指征，

优先治疗进展期肝病和存

在高死亡风险的患者，并

推荐了乙肝治疗的一线和

二线治疗药物。同时，强

调通过新生儿乙肝疫苗接

种来预防乙肝感染。

此 外，WHO 呼 吁 中

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让

最需要的人能够负担得起

这些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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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IA 在中国流行状况

近水楼台没有先得月
住院期间发生卒中者诊治晚于院外发病者

学校应为青少年实施自杀干预方案的重要场所

澄清骨质疏松防治误区  
提高国人骨质健康水平

  我国炎症性肠病近十年明显增加

WHO 首部慢性乙肝指南中文版发布

澳大利亚一项研究

显示，女性孕期生活压

力事件数会增加后代体

质指数（BMI），降低

后代的收缩压（SBP），

减少收缩期高血压的发

生。（J Hypertens. 2015, 

3 3:711）

该研究共纳入 957

例参与者，结果显示，

女性孕期生活压力与后

代 BMI 呈正相关，而

对 SBP 则 是 负 相 关。

孕期生活压力事件每增

加 1 例，其后代若 BMI

属平均水平，则其 SBP

降 低 0.66  mmHg， 减

少 了 17% 的 收 缩 期 高

血压；若后代 BMI 越

高， 则 孕 期 生 活 压 力

事 件 数 与 后 代 SBP 的

负 相 关 关 联 越 强。 此

外，女性孕期生活压力

事件每增加 1 例，后代

BMI 增加 0.37  kg/m2。

对此，研究者推论

女性孕期心理压力对后

代 BMI 及 SBP 的影响，

可能是由于孕期心理压

力对胎儿生长发育造成

的影响所致。

孕妇压力大
孩子容易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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