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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华医学会老

年医学分会组织国内部分

老年病、消化病和临床药

理学专家制定了《老年人

质子泵抑制剂合理应用专

家共识》，指导老年人质

子 泵 抑 制 剂（PPI） 的 合

理应用（中华老年医学杂

志 .2015,34:1045）

根据该共识，老年人

应用 PPI 适应证包括消化性

溃疡、胃食管反流病、急

性胃黏膜病变、Zollinger-

Ellison 综合征、非静脉曲张

性上消化道出血、与抗菌

药物等联用根除幽门螺杆

菌、非甾体类抗炎药或糖

皮质激素相关胃十二指肠

黏膜损伤、医源性或理化

因素所致的上消化道黏膜

损伤、慢性糜烂性胃炎、

功能性消化不良。

共识认为，PPI 是目前

公认的治疗酸相关性疾病

最有效的药物。该类药物

总体安全性良好。一般不

良反应包括头痛、腹泻、

恶心、胃肠道胀气、腹痛、

便秘、头晕等，发生率未

1%~5%，老年人发生率略

高。这些不良反应通常较

为轻微，为自限性。但 PPI

长期应用的安全性备受关

注且仍存在争议（图 1）。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童年时期使用抗菌药，

其体重增加明显快于未

使 用 过 的 儿 童。（Int J 

Obes.2015 年 10 月 21 日

在线版）

研 究 分 析 了 2001-

2012 年 16 万 余 例 3~18

岁儿童的健康记录。结

果显示，约 21% 儿童在

童年时使用抗菌药次数

≥ 7 次；相较于未使用

过抗生素的 15 岁儿童，

在童年时期使用抗生素

≥ 7 次儿童的体重增加

3 磅。且抗菌药对儿童

体重的影响不断累积并

持续存在。

科学家在研究青霉

素 的 早 期 发 现 其 会 使

动物体重增加。这也使

现 代 工 业 化 养 殖 技 术

会 在 日 常 动 物 养 殖 中

应 用 小 量 抗 菌 药 来 加

速动物生长，缩短养殖

周 期。 既 往 研 究 也 表

明，儿童时期应用抗菌

药可增加体重。但该研

究 强 调 了 童 年 期 任 何

年 龄 应 用 抗 菌 药 都 会

导 致 体 重 增 加 且 随 着

年龄增加而加速。

“我们的数据表明，

儿童使用 1 次抗菌药，

其随后体重增加就会加

速。医生应避免年轻患

者应用抗菌药，因为从

长远看，弊大于利。”

研究者说。

本报讯（记者 许奉

彦）在第 16 个世界男性

健康日（10 月 28 日）来

临之际，“关爱男性健康 

护航性福人生”男性健康

日主题活动在京举办。会

议上，《中国公民性福素

养大调查》项目公布，结

果显示，38% 国人性福刚

达 标，83.42% 的 人 认 同

最好的硬度才能获得伴侣

的最佳满意度。但面对性

福之疾，只有 6.97% 的国

人采用正规的西药治疗，

而 11.65% 的 国 人 遭 遇 过

不正规的治疗经历。另有

75.15% 的国人认为，抑郁

与压力。

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

会主任委员姜辉教授指

出，调查报告为科学地解

决性福之事提供重要的

参考依据，也为今后开展

男性健康科普教育指明

了方向。项目开展 3 个月，

收到 72377 份调查结果。

近日，2015 年美国胃肠病

学会年会上，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刘冰熔教授展放

的“经直肠纯 NOTES 保胆取石

术及胆囊息肉切除术”手术视

频，在全世界消化内镜专家的

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荣获“全

球内镜手术视频大赛第一名”。

切除胆囊既对消化功能

不利，也会增加结肠癌的患病

率。刘冰熔教授自行研制出一

种具有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肠道

术野保护气囊，解决了肠道易

污染的难题。其团队于 2014

年底完成了世界首例经直肠纯

NOTES保胆胆囊息肉切除术，

不仅保留了胆囊，也使患者手

术体表无瘢痕，痛苦减轻。目

前该手术已成功施行了14例，

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消化内科的常规手术。

 （衣晓峰 杨光）

老年人合理应用PPI专家共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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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B12 缺乏 
长期使用 PPI 的老年

患者，特别是全身营养情
况较差者，可以检测血清
维生素 B12 水平，如

缺乏应及时补充

低镁血症 
需长期 PPI 治疗的患

者，特别是同时服用地高辛
或其他可能导致低镁血症的药物
（如利尿剂）的患者，可考虑在
开始 PPI 治疗前对患者进行血镁
浓度测定，并在治疗期间定期检

查。当低镁血症患者在增加镁
摄入仍不能纠正时，建议

停用 PPI。

胃底腺息肉
胃底腺息肉是胃内最

常见的息肉，应用 PPI 1
年以上，其发生风险是不用
PPI 患 者 的 4 倍。 胃 底 腺
息肉均为良性，停用 PPI

后可以退化、消失。

肺炎
老 年 人 是 肺 炎 的 易

感人群、胃食管反流病的高
发人群，也是实施治疗性干预
最多的人群，且老年人吞咽协调
功能减退，较易发生吸入性肺
炎，因此更应尽量避免大剂量、

长期应用 PPI，以免影响
胃酸对胃内细菌的廓

清作用。

肠道感染
对存在免疫功能缺陷或

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患者，
应权衡长期 PPI 治疗的获益
和风险，当患者有致命性的
肠道感染，而没有紧急抑

酸治疗的适应证时，应
中断 PPI 治疗。

骨质疏松与骨折
  CFDA 2013 年 5 月

发布通报警告，长期使用
较高剂量 PPI 可使骨折风险
升高，尤其是老年患者，要
求医生处方 PPI 时应考虑

低剂量、短疗程的治
疗方式。

缺铁性贫血
对 长 期 服 用 PPI 的 患

者出现不能解释的缺铁性
贫血时，应考虑到 PPI 所
致的可能性，如不能停用
PPI，建议补充铁剂，

纠正贫血。

本报讯（记者 赵佩）10 月

21 日，“乳腺义诊公益活动”

在瑞慈体检北京机构启动。之

后，GE 携手瑞慈医疗，将在

全国 11 个城市举办大型乳腺义

诊公益活动，通过为 5000 人进

行健康宣教和免费的乳腺检查，

分享并普及“早预防、早诊断、

早治疗”的“早健康”理念。

据统计，中国乳腺癌目前

发病人数占全球的 15%，每年

新发病例数 19 万，已成为女

性恶性肿瘤发病率首位。

“预防乳腺疾病，建议每

年进行 1 次定期检查。女性步

入 40 岁，已经进入乳腺癌的

风暴期，定期检查是对自己的

最好呵护。”北京中医医院肿

瘤科于洁教授建议。

经直肠入路
纯NOTES保胆术
获国际认可

40岁以上女性
应每年行乳腺筛查

中国公民性福素养调查结果公布

仅7%国人采用正规的西药治疗

本报讯（记者 裘佳）

10 月 24 日，北京大学人

民 医 院 纪 立 农 教 授、 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郭晓蕙

教 授 在 罗 马 召 开 的“ 注

射技术和治疗论坛及专

家推荐”会上就全球糖

尿病领域胰岛素注射技

术等相关话题进行学术

报告。同时，北京、上海、

广 州 等 8 个 城 市 设 立 分

会 场， 以 网 络 直 播 的 形

式与罗马会场现场连线，

就最新发布的 2014-2015

《全球注射技术调研》

结果进行探讨。

该调研纳入 41 个国

家 共 13 298 例 糖 尿 病 患

者，其中包括 3853 例中

国大陆患者、100 例中国

台湾患者。结果发现，已

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

血糖平均值为 8.47，远高

于血糖标准值。在中国，

超过 80% 的患者多次重复

使 用 针 头， 约 30% 胰 岛

素治疗患者发生脂肪增生

现象，超过一半的患者曾

在脂肪增生处进行注射。

面对种种操作误区，专家

一致认为，需将注射技术

提高至与胰岛素、饮食、

运动同等重要的地位，并

将制定一套全新的注射技

术、药物输注和安全给药

建议。

全球注射技术调研报告发布
糖尿病患者提高胰岛素注射技术与胰岛素、
饮食、运动同等重要

儿童每用 1次抗菌药都在为肥胖加速

对 于 冠 心 病 患 者 来

说， 阿 司 匹 林、β 受 体

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 抑 制 剂（ACEI） 及 他

汀类药物是最重要的 4 类

“救命药物”，世界卫生

组织（WHO）极力推荐。

但近期《柳叶刀》杂

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提示，

贫穷国家心脏病治疗药物

资源匮乏，家庭不能负担。

（Lancet.2015 年 10 月 20

日在线版）

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中， 分 别 有 80% 和 73%

的城市和农村社区有上述

4 种心脏病治疗药物。而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仅

有 62% 城 市 和 37% 农 村

社区有这 4 种救命药物。

低收入国家最差，仅有

25% 城市和 3% 农村社区

有药物（图 1）。

但例外的是印度。印

度本属于低收入国家，但

89% 城 市 和 81% 农 村 社

区有这 4 种药物。与高收

入国家不相上下。

作者指出，印度是个

“仿制药”生产大国，这

一结果不难想象。

研究还发现，在中低

收入国家的药价过高，有

60%的家庭负担不起药费，

在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

入国家中这一比例分别为

25% 和 33%。即便在印度，

仍 有 59% 的 家 庭 不 能 负

担。而高收入国家，不能

负担药费的家庭仅 1%。

而 WHO 建 议， 到

2025 年， 全 球 80% 的 社

区及 50% 的适用心血管

病患者应能获取这四类救

命药物。

PURE 研究团队汇总

了18个国家的医疗数据，

分 析 了 2003-2013 年 18

个国家 568 个社区心血管

病二级预防药物的可及性

及可负担程度，阜外医院

的刘力生教授和李卫教授

是中国区的负责人。

穷国4种心脏救命药不可及
中低收入国家，仅 62% 城市和 37% 农村社区有 4 种最重要的心脏病治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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