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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健康

拇外翻的成因
遗传、生活习惯……
拇外翻，这一足部问题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并不少见。然而，其成因却比

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是遗传因素在

作祟？还是生活习惯的影响？或是其

他我们尚未了解的原因？本文将从多

个维度深入探讨拇外翻的成因，带您深

入了解这一足部问题的本质。

遗传因素：无法逃避的命运
遗传因素在拇外翻的诱因中占据重要

地位。许多研究都表明，拇外翻具有明显
的家族聚集性。这意味着，如果您的家族
中有人是拇外翻，那么您拇外翻发生的风
险将会相对较高。遗传基因在这个过程中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某些基因变异可能增
加拇外翻的发生风险。

然而，遗传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即使
您携带有拇外翻的易感基因，也并不意味
着您一定会发病。生活习惯、环境因素等
同样会对拇外翻的发生产生影响。因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拇外翻归因于遗传，而
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考虑。

生活习惯：日常行为背后的隐患
生活习惯是影响拇外翻发生的重要因

素之一。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行为，
实际上都可能对足部产生不良影响，进而
增加拇外翻的风险。

首先，穿着不合适的鞋子是导致拇外
翻的重要原因之一。过紧、过小或高跟鞋
等不合适的鞋子会对脚趾产生压力，使大
脚趾受到挤压，逐渐向外侧偏斜。长期穿
着这样的鞋子，足部骨骼和关节的正常结
构会受到破坏，最终导致拇外翻的发生。

其次，长期站立或行走也会对足部造
成压力。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长时间保持
同一姿势的人来说，足部承受的压力更
大。这种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足部肌肉和韧
带的疲劳和损伤，进而增加拇外翻的风险。

此外，缺乏运动或运动不当也是导致
拇外翻的原因之一。缺乏运动会导致足部
肌肉和韧带的萎缩和退化，使其失去对脚
趾的支撑和保护作用。而运动不当则可能
对足部造成冲击和损伤，进而引发拇外翻。

其他因素：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
除了遗传和生活习惯外，还有一些其

他因素也可能导致拇外翻的发生。
首先，年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骨骼和关节会发
生退行性变化，足部的韧带和肌肉也会逐
渐松弛。这种退行性变化可能导致足部结
构的改变，从而增加拇外翻的风险。

其次，外伤也是导致拇外翻的一个重
要原因。足部受到外伤后，关节和韧带可
能会受到损伤，进而影响足部的正常功
能。如果外伤处理不当或恢复不良，可能
会导致拇外翻的发生。

此外，一些慢性疾病也可能增加拇外
翻的风险。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
炎等疾病会破坏关节的正常结构，使其变
得不稳定，容易发生畸形。这些诱因的存
在会增加拇外翻的发病风险。 文周津权

健康提醒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

庆介绍，开学季伊始，孩子们都回到校

园里，在教室这样相对封闭的空间密切

接触，增加了传染病的传播概率，尤其

是像流感、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呼吸

道传染病传播风险更大。

传染病预防从三个环节入手，包括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

人群。比如学校的晨午检、因病缺勤缺

课追踪登记、健康监测等制度，就是及

时发现传染源、控制传染源的措施。如

果学生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腮腺肿

大、腹泻、呕吐、皮疹、结膜充血等症状

时，家长要向老师及时报告并尽快就

医；日常生活中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勤

洗手、常通风、注意咳嗽礼仪，不提倡带

病上学上课，流行季节尽量少去大型聚

集性活动等，就是切断传播途径的措

施。适度参与锻炼、均衡膳食、规律作

息是为了增强免疫力，接种疫苗是为了

提高人群特异性免疫力，从而进一步保

护易感者。

每逢开学国家都有一项新生入学

查验接种证制度，主要是通过查验接种

证，了解儿童是否有漏种的疫苗，如果

有漏种的疫苗要及时进行补种，以更好

地发挥疫苗预防相应传染病的作用。

据《人民日报》

据中心医院脑卒中办公室主任赵红玲

介绍，从2011年开始，中心医院就开始建

设卒中中心，2015年成为国家首批高级卒

中中心。这里汇聚了好多国内知名的神经

内科、神经外科、急诊医学、检验及放射科专

家，形成了一个多学科协作、优势互补的诊

疗团队，给患者提供一站式的、全方位的卒

中诊疗服务。静脉溶栓、动脉取栓、颈动脉

内膜剥脱、动脉瘤治疗、颈动脉支架、脑出血

治疗六大卒中相关适宜技术齐头并进，各

项技术开展数量逐年稳步增加。

赵红玲介绍，为了保证患者在最短时

间内进行静脉溶栓，每天从12时至20时都

有两套神经科班子出急诊；其中一名医生

还专门负责“黄金救治时间”窗内的患者，快

速抓住黄金救治期。今年上半年，中心医

院的静脉溶栓数就达到了637例，同比增加

了10%左右。

据了解，全国三级医院卒中中心综合

质量管理情况排名考量的是医院在适宜技

术开展、随访管理、科技创新和培训工作

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区域卒中防治体系建

设情况。近年来，中心医院带动了整个大

连市的急性脑卒中急救能力的提升。

2019年牵头发布了大连市首张卒中急救

地图，现在已经有26家医院参与了这张覆

盖广泛、响应迅速的卒中急救网络。

作为大连市卒中急救地图的管理依托

单位，中心医院定期对卒中急救地图参与

医院进行督导和相关质控，通过同质化管

理、培训、质控使得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的

衔接更为紧密，抢救更为高效，有效提升大

连市急性脑卒中急救能力。2023年全市

静脉溶栓病例较2020年增加了177%，动

脉取栓病例增加了310%，DNT全市中位

数也从2020年的55分钟缩短至38分钟。

特别是长海县、花园口一带，过去脑卒中急

救能力较弱，患者往往因为交通错过黄金

救治时间。如今，得益于区域卒中防治体

系的建设，长海县完全静脉溶栓病例从

2019年的17例增加至2023年的27例，今

年1-8月已完成23例，DNT中位数时间由

原来50分钟减少到目前的40分钟。

作为中风识别全国首批12家试点

单位之一，中心医院卒中中心还积极开

展中风识别行动，卒中中心脑心健康管

理团队携手大学生宣讲团讲师，进社区、

进企业、进校园，同时走进大连市残联，

通过科普、义诊，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

线上线下方式，使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

快速识别中风的方法，为患者的及时救

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串起患者中风识

别呼叫120，120转运至院内绿道，快速血

管开通的高效卒中救治链。

卒中DNT中位数时间26分钟，7月综合质量管理全国第一

一张“地图”造就“大连速度”

诊室新闻

百岁老人结肠癌手术
成功击退高龄“拦路虎”

文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金东淑

图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百岁老人要接受这样的

大手术，真的让我们子女捏把汗，是大

医二院医务人员精湛的技术和认真负

责的态度给了我们信心。”回想起老人

此次住院手术过程，家属连连为大医二

院的医护人员点赞。近日，大医二院胃

肠外1科再次突破高龄手术禁区，为一

名百岁老人成功实施了结肠癌微创根

治手术，老人术后恢复良好，已顺利出

院。

两个月前，百岁老人房爷爷（化名）

因下腹胀痛、排便困难在当地医院就诊，

检查发现结肠肿瘤合并肠梗阻，手术是

最佳治疗手段。然而除了高龄，老人还

合并多种心肺基础疾病，营养状态很差，

这成了实施根治手术的“拦路虎”。

老人由于肠梗阻，排便十分困难，也

无法正常饮食，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

天。看到老人每天饱受病痛折磨，家人

心急如焚，经多方打听，家人抱着一线希

望找到了大医二院胃肠外1科张新生教

授团队。

为百岁老人进行手术治疗，是一个

严峻的挑战。张新生教授带领团队积极

进行术前评估，邀请多学科进行会诊，针

对术前、术中、术后每个步骤都制定了详

细的治疗方案和突发预案，确保手术万

无一失。同时为改善老人身体状况，团

队也做足了功夫，制定了个体化的肠外

营养支持手段和措施，营养心肌、改善心

肺功能。

术中，张新生教授团队借助3D腹腔

镜高清立体成像的优势，凭借高超精湛

的腹腔镜镜下操作技巧及先进规范的膜

解剖手术理念，顺利进行了病变部位肠

管的切除、淋巴结的清扫，以及消化道的

重建。整个手术过程中，老人生命体征

平稳，术中手术出血量几乎为零。

术后，老人顺利返回普通病房。目

前老人已顺利出院。

国家卫健委
开学后

呼吸道传染病
传播风险加大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金东淑

卒中救治重在“速度”。卒中DNT（患者从入院到开始治疗的时间）中位数时间全国46分钟，而大连38分钟，大

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大连市中心医院）能控制在26分钟内。不光速度快，中心医院在区域卒中防治体系建设方

面成效显著。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百万减残工程委员会公布了2024年7月全国583家三级医院卒中中心综合质量

管理情况排名，中心医院荣登榜首。这“大连速度”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他们有一张超给力的卒中急救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