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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量大增
要提防甲亢糖尿病

8月25日是青海省第五
人民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
任伟的门诊时间，68岁的孟
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
诊室。

孟先生的儿子说：“近半
年来，我父亲胃口比以往好
很多，经常还没到饭点就觉
得饿，可我发现父亲虽然胃
口大增，却没长胖，脸还瘦了
一大圈，天气不太热的时候
也容易出汗。去了几次医
院，除了心电图显示稍有心
动过速外，没有什么其他器
质性病变。但我还是担心这
种变化不正常，想做个全面
检查。”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
任伟建议孟先生去查一下甲
状腺。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结果显示孟先生患的是甲状
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

任伟说：“很多老年人患
病较隐秘，不易发现，有的老
人患病，通常最先不表现为
身体不适，而是以一些身心
上的其他变化为首发症状。”

在老年科，任伟经常会
碰见像孟先生这样的患者，
比如突然出现食量大增、容
易饿、体重减轻、怕热、多汗、
心慌、失眠等。任伟说：“很
多老年人由于胃肠道消化功
能减弱，进食量普遍不多，如
果老人突然胃口大增，千万
不要大意，很可能是某些疾
病的表现。比如得了甲亢
后，患者体内甲状腺素分泌
增多，会加快蛋白质、糖分以
及糖类分解代谢，对热能消
耗增多，从而引起代谢亢进，
如体重降低、吃得多、易出汗
以及胸闷、心悸等。另外，各
个器官系统也会出现明显的
兴奋症状，如失眠多梦，脾气
变得异常暴躁，手不由自主
颤抖，头痛，眼球突出，血压
升高，也有部分患者伴有甲
状腺肿大。”

“食量突然大增，除了考
虑患了甲亢，还要注意是否
是糖尿病。有些糖尿病会导
致人体糖代谢紊乱，体内葡
萄糖从尿液排出体外，糖不
能充分被身体所吸收利用，
从而刺激大脑进食中枢，使
得人们常常感觉到饥饿。糖
尿病的典型症状是多食多
尿、体重降低以及口渴。”

任伟介绍，她曾经接诊
过一名59岁的糖尿病患者，
这名患者在就医前的一段时

间内出现食欲大增、心慌、多
汗等症状，一开始他以为是
血糖控制得不好，但在家多
次测量血糖也没有明显偏
高，于是便放松了警惕。但
没想到，一段时间内，这名患
者食量增大得越来越明显，
而且人还变得越来越消瘦，
这才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
为糖尿病合并甲亢。

任伟说，糖尿病与甲亢
早期有不少相似的症状，容
易混淆而耽误治疗。由于糖
尿病和甲亢均属于内分泌系
统疾病，多为自身免疫异常，
加之环境、情绪、饮食等因素
的影响而发病。临床上甲
亢、糖尿病并发的病例并不
少见。而甲亢早期常常出现
类似糖尿病的症状，因此很
容易让人认为只是糖尿病的
症状而忽视病情。

步态改变
需警惕脑血管异常

数据表明，步态改变除
了衰老带来的影响外，接近
20%可能是疾病导致的运动
能力下降。因此，家人要留
心观察老人的步态，以便及
时发现隐藏的病情。任伟提
醒大家，尤其要注意老人以
下几种典型的异常步态。

1 .行走时病侧上肢屈
曲，手臂摆动消失，大腿及小
腿伸直，脚向外甩呈圆弧状。
这种步态可能是脑血栓、脑
出血等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导
致的。

2.走路时像喝醉了，抬
脚缓慢，落地时有力，步态不
稳，不能走直线。这种步态
常见于小脑疾病患者，如肿
瘤、炎症等疾病。

3.走起路来慌慌张张，
起步慢，抬腿低，后来越走越
快，身体前倾，手脚抖动，这
种步态多见于患震颤性麻痹
的老年人。

4.走路时挺腰鼓肚，臀
部左右摇摆就像鸭步，行走
不稳常摔跤，下蹲、起立、上
楼时吃力，这种步态可能是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佝偻病
等导致的。

5.行走时髋关节、膝关
节抬得过高，患腿高抬，而患
足下垂，怕脚尖碰到地面。
这可能是坐骨神经麻痹、腓
总神经麻痹、多发性神经炎
等，导致老人小腿伸肌瘫痪，
脚不能伸直而呈下垂状态。

6.患肢缩短，双髋僵直，
腿部外展或内旋活动受限，

行走较慢，常见于股骨头无
菌性坏死者。

需要提醒的是，老人步
态异常的成因比较复杂，除
了通过上述步态判断，也有
可能是鞋子太紧，走路时受
束缚影响了步态，家人要根
据具体情况分析，如果发现
问题要及时就医。

犯困、嗜睡要警惕慢性病

年龄大了，很多老人会
被失眠、嗜睡、健忘等问题困
扰，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
迷糊糊睡着了。任伟提醒，
老年人容易犯困、嗜睡主要
跟大脑衰老、耐氧能力减退，
或者新陈代谢减慢、身体自
我调节能力差有关，但也可
能是一些疾病的信号。

任伟说，比如有些老人
患有心脏疾病，如果血液供
应不足，就会导致大脑缺氧，
从而导致神经系统活跃性降
低，具体的表现就是睡不醒，
经常出现犯困症状，要进一
步检查确定病因。还有些老
人血管脆弱，患脑梗塞、脑萎
缩、脑血栓等脑血管疾病的
风险也大。平时无明显症
状，但病发前可能会导致组
织缺血、缺氧，也会有睡得很
沉或嗜睡的表现，要提高警
惕。还有其他慢性病如慢性
肾炎、糖尿病、甲状腺机能减
退等，会降低新陈代谢的速
率，导致体内有毒的代谢物
不能顺利地排出体外，进而
影响到植物神经的调节功
能，也会出现整天犯困、睡不
醒、多汗等症状。尤其要当
心的是，频繁犯困或看着电
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
症的早期表现，必须引起高
度注意。

所以，发现老人总是犯
困、嗜睡时不要疏忽大意，如
果只是单纯犯困，家人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查找原因，比
如是否晚上睡得太少、晚餐
过饱、经常吸烟等。要提醒
老人平时不要吃太饱，多吃
鱼类、谷类食物；坚持早睡早
起，每天午饭后睡半小时左
右；多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注意室内通风；多吃水果或
者喝点绿茶。家人要尽量多
陪老人活动身体，多引导他
们做一些感兴趣的事，以转
移注意力。

但观察发现还伴有其他
症状，如头晕、头痛、口干口
渴、肢体活动不便等，如果犯
困频繁，伴随症状又明显，就

要及时到医院做相应检查，
找出病因并尽快治疗。

脾气变坏了
或是老年性痴呆的前兆

除了身体上的一些变
化，在老年人的常见疾病类
型中，还有一些情绪、心理上
的变化也可能是疾病的信
号，比如有一些病症会导致
老年人易怒易躁，出现情绪、
性格的突然改变，家人要特
别注意。

70岁的吴先生是任伟
接诊的一名患者，吴先生就
医的原因竟然是脾气变坏
了。吴先生的女儿说：“我爸
以前性格温和、脾气也很好。
这几个月不知道怎么了，经
常和家里人吵架，我发现他
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有时
候又闷闷不乐。这到底是什
么原因呢？”

任伟说，有些疾病的前
期表现可能会让人变得喜怒
无常，比如部分老人可能因
为血糖不稳导致性情突变。
因为血糖升高会引起机体代
谢功能紊乱，影响B族维生
素的吸收甚至导致人体内B
族维生素缺乏。当老人缺乏
B族维生素时，就会影响神
经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出现
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现象。
因此，脾气突然变坏，要及时
检测血糖水平。需要提醒的
是，即便是血糖不高，有些老
人也会因缺乏B族维生素影
响情绪。比如吃的食物过于
精细，或者经常喝酒，都会干
扰B族维生素的吸收。

还有些老人因为消化功
能减退或者长期吃素食导致
缺铁。缺铁的老人会感到精
神萎靡不振、困倦乏力、注意
力不集中、急躁易怒等。

老年性痴呆早期的症状
也可能表现在情绪、性格的
变化上，例如出现抑郁、焦虑
的情绪，莫名其妙不开心，有
时候不讲道理，容易因为小
事大动肝火等。任伟提醒，
一旦老人出现这种情绪或者
性格变化，家人就要引起
重视。

“老年人这种情绪变化、
性格变化是有特点的。可以
通过专业检查、医生诊断来
判别老人到底是单纯的情绪
问题，还是老年性痴呆的早
期表现。”任伟说，平时要多
关心老人，及时发现他们的
异常表现，不延误治疗。

据《西海都市报》

老人生活中的小变化
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 相关链接

早上醒来
身体有这些情况
可能是疾病信号

睡觉是机体进行自我修复、修
整的黄金时间，经过一夜的睡眠，正
常情况下，早上起来应该感到神清
气爽、活力十足。但很多疾病往往
也会在清晨表现出特有的症状。若
醒后有这些不适的，要小心了，可能
是疾病正在悄悄靠近。

醒来后眼屎多或性状改变
多为眼病或感染
正常的眼屎大多是透明或淡白

色的，量很少，无异味，也不会引起
眼部不适；但如果突然眼屎增多，性
状有些许改变，很可能意味着眼睛
发生了病变。

1.黏稠的白色丝状物质，可能是
干眼症或急性过敏性结膜炎所致。

2.稀薄稍带黏性的水样液体，往
往预示着病毒性角结膜炎、早期泪
道阻塞、眼表异物、轻微外伤、过
敏等。

3.黏脓性分泌物，应考虑慢性过
敏性结膜炎、沙眼的可能。

醒后头晕
警惕颈椎和血管问题
如果晚上熬夜了，又或者因为

心事重重睡得不好，早上确实可能
会有头晕的情况，但有时候也可能
是颈椎病和血液黏稠所致。

当椎动脉处于疾病的压力之
下，血液不能及时输送到大脑，会导
致缺氧，所以早上起床后可出现头
晕的症状。此外，颈椎压迫动脉还
可能伴随颈部、肩部和肩胛骨处疼
痛，手脚发麻，甚至耳鸣眼花等情
况，一定要及时做个CT或者核磁共
振检查，以免耽误病情，严重时可诱
发瘫痪。

血黏度增高时，可导致血流减
慢，血氧含量下降以致大脑供血供
氧受到影响，而经过一夜睡眠，血黏
度的高峰值一般在早晨出现。此
外，血液黏稠的人午饭后困意较强；
蹲下时容易感到胸闷气短、呼吸不
畅；也可能伴有阵发性的视力模糊
等。这时候一定要进行血常规检
查，并尽早进行干预。

起床后手麻无力可能是腕管综
合征

腕管综合征是由于腕管内的正
中神经受到卡压所致，前期常主要
表现为指端觉得功能问题，经常在
入眠后数小时出现发麻或灼烧痛而
致醒，活动后可减轻；但此时无力感
较大，可能影响正常生活。

因此，早上起床后若不适感比
较强烈或者持续时间较久的话，建
议还是尽早去医院做个检查，排查
病因。 据“科普中国”公众号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器官结构的衰老退化，生
活中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变化可能是患上某种疾病的信号。专家提醒，我
们应该学会在生活中仔细观察老人，尽早发现疾病的蛛丝马迹，及时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