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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岁的市民王女士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每天晚上睡前都要吃
好几种药。她经常失眠，因此想服
用助眠药物帮助入睡。但是她担
心，助眠药物与慢性病药物同吃
会影响药效。那么，经常失眠的
慢性病老年患者能否自行服用助
眠药物？有什么注意事项？11月
25日，记者采访了潍坊市第二人
民医院（潍坊呼吸病医院）老年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艳。
　　刘艳表示，失眠是一种疾
病，而且性质较为复杂，有的患
者是睡不着，有的患者是醒得
早，而每个患者因失眠造成的不
适症状也不相同，因此不存在广
泛适用的助眠药物，慢性病老年患
者失眠更不能自行用药。
　　治疗不同疾病的药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比较复杂，但严重的联合使
用禁忌情况并不多见。当药物不对症
时，会影响疗效。而且有不同基础病
的患者，对不同药物的代谢能力也
不同。
　　刘艳提醒，对于已经在服用多种
药物的老年患者，如果再吃助眠药
物，最安全的办法是咨询专业医生
后，再决定要不要用药、用哪种药。

中毒症状

　　刘艳表示，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
刺激性的气体，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一氧化碳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燃气设备，
如燃气热水器、燃气炉灶、煤气灶等燃气燃烧不
完全时，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若通风不良，
这些气体就会在室内积聚；汽车尾气，汽车发动
机在运转过程中，会排放一氧化碳。在封闭的车
库内或交通拥堵的环境中，长时间吸入汽车尾
气，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煤炭燃烧，在一些
农村地区，人们使用煤炭取暖或煤炉做饭，若煤
炭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进入人体后，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
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导致血红蛋白失去携
带氧气的能力，从而使人体各组织器官缺氧。
　　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分为轻度中毒、中度中
毒、重度中毒三种，症状如下。

  轻度中毒：患者出现头痛、头
晕、乏力、恶心、呕吐、心悸等症
状，此时如能及时脱离中毒环境，
吸 入 新 鲜 空 气 ， 症 状 可 逐 渐
缓解。
  中度中毒：除了上述症状
外，患者还可能出现胸闷、呼吸
困难、意识模糊、视物不清等。
若不及时救治，病情可能会进一
步恶化。
  重度中毒：患者会陷入昏迷
状态，呼吸和心跳微弱甚至停
止，危及生命。即使经过抢救

苏醒，也可能遗留严重的
神经系统后遗症，

如 痴 呆 、 瘫
痪等。

预防措施

　　燃气热水器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室外或浴室
窗户附近。使用燃气设备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
好，可安装排气扇或开窗，让空气流通。
  使用煤炭取暖或做饭时，应保证空气流通。
即使在寒冷的天气，也应定期开窗通风，建议每
天通风两次以上，每次15分钟-30分钟。睡前应检
查炉火是否熄灭，防止复燃产生一氧化碳。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炉灶、烟囱等，确保其
正常运行。若发现漏气等问题，应及时维修。
  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这类装置能在燃气
泄漏时及时发出警报，提醒老年人注意。
  此外，老年人还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了解
一氧化碳中毒的危害，不在封闭的室内进行炭火
烧烤等易产生一氧化碳的活动。老年人随着年龄
增长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可能对一氧化碳的敏感
性降低，可以定期体检及时发现身体异常。

急救措施

　　发现老人一氧化碳中毒，如何解救？
  首先要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解开
领口、腰带等束缚物，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若
患者呼吸急促或困难，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若
患者心跳停止，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尽快将患
者送往医院治疗。
　　一氧化碳中毒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事
件，应充分认识其危险性，采取有效的预
防措施，避免中毒事故的发生。如果
不慎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应保持冷
静，及时采取急救措施，并尽快
就医，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中毒对身体的伤害。

慢性病患者失眠

切勿自用助眠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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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越来
越冷，老人在使

用煤炭、燃气热
水器时，如果使用

不当，容易造成一
氧化碳中毒。人一
旦吸入一氧化碳，
对身体危害极大，独
居老人尤其要注意。
12月8日，潍坊市第
二人民医院（潍坊呼
吸病医院）老年医学
科 副 主 任 医 师 刘
艳，针对一氧化碳
中毒的症状以及如
何 防 治 等 作 出
解答。

护肝保健品别乱吃

咨询专业医生谨慎购买保健品

　　家住奎文区74岁的李先生几年前查出脂肪肝，他经
常在网上搜索治疗脂肪肝的信息，后来接触到一些号称
可以“清肝降脂，清除肝脏脂肪”的保健品。李先生
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购买了一些保健品。连续吃一
段时间后，他去体检却发现脂肪肝的问题没有任何好
转。“我再也不敢乱吃保健品了。”李先生说。
　　针对李先生的情况，韩国华表示，保健品不是药
品，不能治疗疾病。广告宣传不能作为唯一标准，不同
个体的年龄、体质等因素存在差异，健康状况也不同。
因此在选择保健品时进行适用性评估十分关键。他建
议，结合自身健康状况和需求，咨询专业医生，了解了
肝脏的健康状况后，谨慎选择产品，不要盲目跟风或从
非正规渠道购买无资质的产品，以免对健康造成影响。
  韩国华表示，脂肪肝是由于高热量饮食、久坐少动
等不良生活方式导致肝脏中脂肪累积超过正常水平而引
发的一种疾病，因此健康饮食、控制体重、增加体力活
动、避免过量饮酒、合理用药、定期体检，才是应对脂
肪肝的最佳方法，不要将希望寄托在保健品上。

肝病患者应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无独有偶，50岁的孙女士患有乙肝小三阳，经抗病
毒治疗后病情控制平稳。但她十分担心进展成为肝硬
化、肝癌，便在网上购买了一些号称“无毒、无副作
用”护肝保肝的保健品。服用一周后，高女士出现乏
力、恶心、食欲下降、尿黄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诊
断为药物性肝损伤。

　　韩国华表示，在生活中，很多老年人被保健
品的广告、包装所吸引，却很少关注其具体成分，
更不了解长期服用保健品也可能造成药物性肝损
伤。《中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2023年版）》指
出，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按处方药或非处方药管理的化
学药品、生物制品、中成药，以及中药材、天然药物、
保健品、膳食补充剂等产品，或其代谢产物乃至其辅
料、污染物、杂质等所导致的肝损伤。多数急性药物性
肝损伤患者在停用可疑药物后6个月内肝损伤可恢复正
常，部分患者可诱发自身免疫性肝病，需要长期用药物
治疗，少数患者可出现病情重症化或恶化进展为肝衰
竭，需要接受肝移植治疗。
　　韩国华提醒，遵从医嘱合理用药，是预防药物性肝
损伤的关键。长期服药的老年患者应定期检查肝功能，
发现问题，及早应对。
　　不同人的肝脏状况和体质各异。肝炎、肝硬化等肝
病患者，随意服用保健品可能与正在进行的药物治疗产
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导致病情恶化。
　　想要保护肝脏，不
妨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
始。保证均衡饮食，减
少高脂肪、高糖食物的
摄入；适度运动，促进
身体新陈代谢；规律作
息，避免熬夜，让肝脏
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
定期体检，了解肝脏
的健康状况，如发现
问题，遵循医生的专
业 建 议 进 行 治 疗 或
调理。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肝功能会逐渐下降，容易产生健康问
题。因此，一些老年人会选择吃保肝护肝的保健品。那么，保肝护肝
保健品真的有效吗？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吗？12月8日，记者采访了潍
坊市中医院肝胆内科主任韩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