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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两协会发布心衰预防声明

饮食要“四低”  少量饮酒也增心衰风险
近 日， 欧 洲 心 衰 协

会与欧洲预防心脏病协会

联合发布了心衰预防的立

场声明，指出了在生活中

需要注意的包括饮食、吸

烟、空气污染等方面的重

要问题。（Eur J Heart Fail. 

2022,24:143）

饮食要做到四低
声明指出，饮食要做

到四低：低脂、低糖、低

盐和低酒。

低脂：保持较低的饱

和脂肪比例（<10% 总能量

摄入）和低反式脂肪酸（尽

可能少摄入）；低糖：含

糖饮料不饮为上；低盐：

每日 <5 g；低酒：男性酒

精摄入少于 20 g/d，女性

少于 10 g/d，最好不饮酒。

同时保持全谷物、蔬

菜、水果和鱼等较为丰富

的健康饮食结构；水果和

蔬菜均每日摄入≥ 200 g；

每周吃鱼 1~2 次；每天吃

30 g 无盐坚果。

少量饮酒也增心衰风险
过度饮酒可引起酒精

性心肌病，估计 40% 的扩

张型心肌病可归因于过度

饮酒。

如果大量饮酒，且存

在心室扩张，应怀疑酒精

性心肌病，常见于酗酒史

＞ 10 年的 30~55 岁男性人

群中。且戒酒后左室功能

恢复的预后较好。

既往曾有学者认为，少

量饮酒可预防心衰，但这一

概念受到了质疑。一项超过

50 万人的大规模研究发现，

每日摄入＞ 40 g 酒精超过 5

年，心衰风险更高。

总体而言，为预防心

衰，应少量饮酒甚至戒酒。

吸烟增心衰风险
吸烟是心血管病的一

种强效可变的危险因素。

多项研究证实，吸烟与心

衰风险较高相关。

在妇女健康研究中，

与现在吸烟者相比，从不

吸烟者的心衰事件的调整

风险下降 57%，过去吸烟

者风险减少 53%。

吸烟可间接影响心脏

结构和功能，如发生缺血

性心脏病增加心衰风险。

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

的左室重量更大，心脏功

能更差。Meta 分析还显示，

确诊心衰后还继续吸烟，

死亡风险增加 38%，再入

院风险增加 45%。

空气污染易致心衰
根据世卫组织数据，

超过 20% 的心血管死亡由

空气污染造成。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长期暴露于

空气污染和心衰存在剂量

反应关系。

中国心衰人数最多
声明中提到，中国心衰

人数最多，约超出 4 百万。

而 根 据《2020 中 国

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

告》，我国心衰流行病学

调 查 的 最 新 结 果 显 示，

35 岁以上居民的患病率为

1.3%，估计现有心衰患者

约 890 万。

作者指出，因为中国

乃至亚洲地区，人口多，

老龄化速度快，其次“吸

烟、 高 血 压、 肥 胖、 高

胆 固 醇 血 症” 流 行 较 为

突出。

放眼全球，促成心衰

的首要疾病是缺血性心脏

病，其次是高血压性心脏

病（以 25~69 岁人群为主）

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文中指出，可改善的

危险因素在促进心衰发生

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全

面改善这些因素对预防心

衰至关重要。

此外，声明中还指出，

合并症也是心衰的重要促

成因素。

近日，美国运动医学

会和美国糖尿病协会联合

更新了 2 型糖尿病运动 /

身体活动立场声明，强调

2 型糖尿病患者应减少久

坐时间，多进行身体活动。

（Med Sci Sports Exerc. 

2022,54:353）

共识主要建议如下： 

☆规律的有氧运动可

改善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

的血糖管理。

☆在改善血糖整体管

理和胰岛素水平降低方面，

高强度阻力训练比低 - 中

等强度阻力训练更有益。 

☆餐后活动有利于降

低血糖水平。

☆ 每 天 进 行 身 体 活

动，可适度降低餐后血糖

和胰岛素水平，尤其对于

有胰岛素抵抗和体重超标

者更有效。 

☆要想降糖、降脂以

及降压，通过改善饮食和

身体活动，使体重减轻 5%

以上是必要的。身体活动

与减重一样重要，甚至比

减重更重要。 

☆为了减少 2 型糖尿

病患者的内脏脂肪，每周

进行 4~5 d 的中强度运动

是必需的。

☆针对患有 2 型糖尿

病的年轻患者和青少年患

者推荐的体力活动目标与

同年龄段的普通人群相同。

☆妊娠期间任何类型

的身体活动均能降低妊娠

期糖尿病的发生率。

☆为防止运动期间和

运动后低血糖，建议使用

胰岛素或胰岛素促分泌剂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需

要补充碳水化合物。

☆身体活动对 2 型糖

尿病患者的心理和认知功

能有潜在益处。

近 日， 一 项 加 拿 大

研究提示，血小板计数

很高的人，患某些癌症

的风险明显增加，包括

结肠癌、肺癌、卵巢癌、

胃癌、食管癌、肾癌等。

（JAMA Netw Open.1 月

11 日在线版）

研 究 者 认 为， 血 小

板计数升高可能是某些

癌症存在的一个标志，

血小板计数或可与其他

筛查指标联合用于癌症

的早期筛查。

研 究 纳 入 于 2007-

2017 年至少检测过 1 次

全血细胞计数（血常规）

的 891 万 余 名 居 民， 其

中 5.6% 在 这 10 年 期 间

首次诊断原发性癌症，

作为病例组；另以 1∶3

的比例选择在某一病例

确诊前无癌症且年龄、

性别、医疗使用类型相

匹配的人作为对照组。

在病例诊断癌症之

前 6 个月内，与血小板

计数中等（> 第 25 百分

位，<75 百 分 位） 者 相

比，血小板计数极高（≥

第 90 百分位）者诊断实

体肿瘤的风险增加了1.32

倍， 结 肠 癌、 肺 癌、 卵

巢 癌、 胃 癌、 食 管 癌、

其他胃肠道癌症、肾癌

风险分别增加 3.38 倍、

3.37 倍、3.62 倍、3.27 倍、

2.18 倍、2.1 倍、1.55 倍。

另 外， 血 小 板 计 数

高者患乳腺癌、前列腺

癌的风险也增加。而血

小板计数极低者，乳腺

癌和前列腺癌风险明显

降低。

近日，南非一项研

究 发 现， 相 比 同 期 其

他感染，奥密克戎感染

者住院风险降低 80%；

相比更早期的德尔塔感

染，奥密克戎感染者重

症风险降低 70%。不过，

在普遍年轻的南非人群

中，感染奥密克戎变异

株的住院患者中，也有

21% 出现了严重症状。

（Lancet.1 月 19 日 在

线版）

近 日， 美 国 一 项

研 究 发 现， 在 一 般 人

群 中， 节 假 日 期 间 急

性 饮 酒（ 尤 其 是 过 量

饮 酒） 与 房 颤 发 生 风

险 较 高 相 关。（Nature 

Cardiovascular Research.1

月 12 日在线版）

一 项 在 澳 大 利 亚

和新西兰的 53 个重症

监护病房中开展的研究

表明，在维持重症监护

病房患者的生命和肾脏

功能上，生理盐水与平

衡 多 电 解 质 溶 液 同 样

有 效。（The N Engl J 

Med.1 月 18 日在线版）

近日，美国一项研

究表明，大多数接受花

生免疫治疗的幼儿在治

疗两年半后实现脱敏，

且 1/5 的儿童在治疗结

束 26 周后仍处于缓解

状态。分析表明，与开

始治疗时年龄较大的患

者相比，开始治疗时年

龄较小的患者更有可能

实 现 缓 解。（Lancet.1

月 22 日在线版）

血小板高   警惕癌症

得了糖尿病   活动比减重更重要

完成常规的两剂次

新冠灭活疫苗接种后，疫

苗的保护效果可以持续多

久以及是否需要接种加强

针是国家疫苗接种策略和

公众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近日，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院长肖海鹏教授

团队研究发现，接种第三

剂新冠疫苗可有效增强保

护性免疫反应的持久性。

（Cell Discovery.2 月 1 日

在线版）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

研究者继续探讨新冠灭

活疫苗所诱导的 SARS-

CoV-2 特异性 B 细胞和

T 细胞的长期可持续性

以及第三针加强针的免

疫巩固效果。

研 究 发 现， 完 成 两

剂新冠灭活疫苗基础免

疫的人群，在 5 个月后

外周血的中和抗体水平

明显下降，但其特异性

记忆 B 和 T 细胞水平仍

能使人体快速产生免疫

反应。而当该人群接种

第三剂新冠灭活疫苗 7 d

内，相对于接种三针前，

其中和抗体水平可升至

66.8 AU/ml， 同 时 外 周

血的 Tfh 细胞明显扩增，

特 异 性 CD4+ 和 CD8+ 

T 细胞的数量也分别提

高了 5.9 和 2.7 倍。

肖海鹏领衔研究发表

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必要且有效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是非

常必要而且非常有效的，

我们的这一发现与国家当

前建议的疫苗接种策略也

是一致的。”肖海鹏教授

表示，此次研究表明，接

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可进一

步增强保护性免疫反应，

并推荐在完成两剂次新冠

灭活疫苗基础免疫满 6 个

月的人群中实施加强免疫

接种，特别是重点人群。

肖海鹏教授透露，此

前复旦大学联合中国科兴

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等单位就在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发表了关于新冠灭

活疫苗免疫持久性和第三

针加强免疫的研究。结果

显示，两剂次基础免疫诱

导的中和抗体水平在 6 个

月后降至接近或低于阳性

检测阈值。接种加强针后

中和抗体水平迅速增加，

相较于接种第二剂次 28 d

后，第三针后的中和抗体

水平增加了 3~5 倍。

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

肖海鹏教授介绍，目前团队

正在研究接种第三针疫苗

后免疫反应的持久性，并提

出，当前疫苗对以奥密克戎

为代表的变异株的保护效

果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三剂新冠疫苗免疫巩固效果可靠研
者

究

说

肖海鹏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