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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5
日，由中国血
脂管理指南
修订联合专
家委员会、国
家心血管病
专家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
心血管病学
分会、中国卒
中学会共同
修订的《中国
血脂管理指
南（2023）》发
布 ，这 是 在

《中国成人血
脂异常防治
指 南（2 0 1 6
年修订版）》
基础上，结合
近年来最新
研究数据和
临床经验，时
隔7年后的一
次重大调整。
记者对比新
版与2016年
标准发现，新
版指南在血
脂常规检测
项目、筛查频
率、检查的重
点人群等方
面，都作进一
步的细化和
改变，并首次
提 出“ 超 高
危”的概念。

新指南
首次定义“超高危”人群

新版指南中，对于ASCVD（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流程做出了
重要修改，特别提出了“超高危”的概念。其
中，严重ASCVD事件指近期有急性冠脉综
合征、既往有心肌梗死病史、缺血性脑卒中
病史，以及有症状的周围血管病变，既往接
受过血运重建或截肢。高危因素则包括早
发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吸烟等。

“大量研究表明，严格管控胆固醇是
ASCVD一级预防与二级预防的关键措
施。”修订专家组成员之一、河北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委会副主委
郭艺芳表示，近年来多项随机化临床研究进
一步提示，将心血管事件风险明显增高的人
群胆固醇水平进一步降低，可以带来更为显
著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的下降。”

郭艺芳表示，“正是基于这些研究结果，
我国新指南增加了心血管‘超高危’的分类，
并推荐将此组患者的LDL -C降至＜
1.4mmol/L且比基线降低50%。这一修订
体现了更为强化降胆固醇治疗的新理念与

新趋势。”

联合应用降脂药物
是未来趋势

相比2016版指南，在新指南中，联合用
药的理念受到了更积极的推荐，这也代表了
血脂管理的另一个大趋势。“人体胆固醇的
平衡代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
环节。因此，单独应用一种降胆固醇药物治
疗所取得的降胆固醇幅度是有限的。”郭艺
芳强调，联合应用不同作用机制的降胆固醇
药物有助于以更小的不良反应代价获得更
显著的心血管获益。

郭艺芳解释，与欧美国家指南相比，我
国指南最大的特点在于将“中等剂量”他汀
作为降胆固醇治疗的主要手段。虽然增加
他汀剂量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胆固醇水平，但
考虑到我国人群对于大剂量他汀的耐受性
较差，所以我国一直主张“以常规剂量他汀
为基础、必要时联合应用非他汀类药物”为
实现胆固醇达标的基本策略。

据《人民日报》

近日，“日本女大胃王菅原初
代患肠癌病逝”的话题登上热搜，
引发网友对于暴饮暴食行为的热
议。除了超负荷食量带来的伤
害，不少人可能会关注：“大胃王”
的胃和普通人的一样吗？胃能撑
到的极限容量是多少？记者采访
专家，解读吃饭前后胃容量的差
异，并教你几招保护好胃的弹性。

“大胃王”的胃
弹性天生就好

作为食道和小肠的连接器
官，胃主要用于储存和消化食物，
属于空腔器官；胃壁靠外有一层
由平滑肌构成的“肌肉层”，具有
很强的伸缩性。在空腹状态下，
胃呈轻微收缩状态，空腹时胃容
量为50毫升~100毫升，大约只有
鸡蛋大小。饱食后，由于其肌层
有很强大的伸缩性，在食物进入
后，胃会像吹气球一样膨大数十
倍。成年男性饭后的胃容积一般
约为1400毫升，最大可达2400毫
升，成年女性约为1200毫升，最大
可扩张至2000毫升（形同一个大
型可乐瓶）。

人的胃容量基本恒定，而且
人与人之间差异不大。“大胃王”
之所以能一次性吃下大量食物，
有些可能是因为胃的弹性天生较
好，每次都能吃到2400毫升~
3200毫升，达到胃伸展的极限。
简单来说，“大胃王”只是在挑战
自己的胃壁弹性，折腾胃壁肌肉。

欧美国家流行的“大胃王竞
赛”中，参赛者通常会经过数年训
练，包括胃部容量扩张、上下颚咬
合强度、呼吸控制等一系列项目，
才成为专业选手。但这种“非人
性化”的比赛，也会带来诸多健康
问题。比如，在美国每年举办的

“纳森吃热狗大赛”中，职业参赛
者可以在10分钟内吃下数十根热
狗，男子组冠军甚至能在10分钟
内吃掉63根热狗。而普通人一次
吃下2根~3根已经很撑了。

调查显示，长期参与大胃王
竞赛或退役的大胃王运动员，会
逐渐面临因缺乏饱腹感而带来的
健康危险。长期胃部扩张训练和
比赛，可能会导致胃肿大、胃松弛
等问题；强制吞咽可能导致强迫
式恶心和呕吐。

长期吃撑，
身体承受4种负担

对于普通人来说，虽然不至
于饭量这么大，但长期吃得过饱
或暴饮暴食，也会带来多种负担：

◆易患肥胖和代谢综合征
频繁过度进食，无法完全消耗摄
入的能量，身体会将多余食物转
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肥胖是最先
出现的问题。体重一旦超标，继

而引发一系列疾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
异常、高尿酸血症等慢性病。

◆易患消化道疾病 如果饮
食无节制，胃持续过度扩张，胃壁
的肌肉纤维就会被撑薄，弹性随
之下降，时间久了就会导致胃动
力减弱，引发胃下垂、胃无力甚至
胃破裂。胃长期饱胀，会促进胃
液大量分泌，破坏胃黏膜屏障。
受损的胃黏膜无法及时修复，容
易导致急慢性胃炎、胃穿孔、胃溃
疡、胃出血等疾病。

◆大脑反应变慢 为了消化
过多食物，全身血液常集中在胃
肠道，导致其他器官血液供应不
足，容易让人变得迟钝、反应慢。

◆心脏负荷过重 当消化系
统占用太多资源时，心脏工作就
会变得艰难。如果吃得油腻，甘
油三酯黏附在血管壁上，血细胞
和血管功能下降，导致患心脏病
的风险增加。需要提醒的是，胃
虽然容易被撑大，却饿不小。因
此，一些人靠节食降低食欲，不仅
无效，还可能干扰分泌消化液的
腺体正常工作，诱发胃病。

这些习惯
悄悄破坏胃弹性

胃的弹性就像一根橡皮筋，
如果长期处于扩张状态，就会减
弱它的伸缩功能，导致空腹时胃
壁松弛。要想达到同样的张力，
所需食物也会增多，饭量因此变
大。要想让胃的弹性保持在健康
区间，要避开以下坏习惯：

◆每顿饭都吃“十分饱” 吃
多饱就要放下筷子？从健康角度
来说更提倡“七分饱”，除了帮助
控制体重，也会减少身体器官的
工作压力。具体可以这样把握：
当你觉得胃里还没填满，但对食
物的热情已经下降时，就停下筷
子；感到有点饿时就开始吃饭，最
好保证每餐在固定时间吃。吃饭
时注意细嚼慢咽，每口食物咀嚼
15次~20次，给大脑充足时间来接
收吃饱的信号。

◆饥一顿饱一顿 一些人虽
然没有暴饮暴食的习惯，却不能
按点吃饭或饥一顿饱一顿。饿得
太久，胃酸增多，会损害胃黏膜，
导致胃糜烂甚至胃溃疡；吃得过
饱，会加重胃负担，导致胃下垂，
出现消化不良。

◆带着坏情绪吃饭 胃肠道
是最能表达情绪的器官，有些人
一生气就容易胃痛即这个道理。
长期处于紧张和压抑的情绪中，
会引起神经调节紊乱，削弱胃黏
膜保护屏障功能，造成胃功能受
损，导致慢性胃病。此外，吃饭时
不要带着“气”，长期带着愤怒、悲
伤等负面情绪进食，也会影响胃
功能。 据《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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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撑大的“胃”有多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