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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广大留义过年人员过一个健康、快
乐的大年，义乌牙科医院·义乌儿童口腔医院即
日起面向广大留义过年人员发放口腔健康“过
年大礼包”。

义乌牙科医院·义乌儿童口腔医院院长吕
江介绍：“每逢节假日，口腔急症患者会大幅增
加，常见急症包括急性牙髓炎、急性牙周脓肿、
急性冠周炎、牙外伤以及口腔溃疡等。”吕江院
长说，为了让留义过年人员过一个健康、快乐的
大年，医院将提供大量的医疗资源，送出口腔健
康“过年大礼包”。

据介绍，义乌牙科医院·义乌儿童口腔医院
的“过年大礼包”非常丰厚，包括：免挂号费，免费
数字全景片检查、3D数字影像CT，建立口腔健康
档案；国家集采指定品牌的进口植体种植牙半
价，仅需3500元一颗；矫正、美白、做牙冠等项目，
均赠送数额不等的口腔诊疗消费券。即日起，所
有留义过年人员均可领取。

义乌牙科医院·义乌儿童口腔医院还推出
“致敬最美逆行者”活动，义乌所有参加抗疫的
医务工作者、志愿者0—14岁子女均可享受会
员费五折。

吕江提醒：“春节期间，要避免进食极端冷、
热、酸、辣、甜等食物，要做好口腔的清洁护理，
做到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全媒体记者 王莉莉 通讯员 黄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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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大礼包”
送给留义过年人员

浙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学者研究发现，
如果有脂肪肝，再不吃早餐，则心血管死亡风险
增加。

研究纳入参加第三次全国健康和营养检查
调查的9926人，其中3004人存在代谢功能障碍
相关脂肪肝。

在有脂肪肝的居民中，50.3%每天吃早餐，
29.7%有时吃早餐，13.2%很少吃早餐，6.8%从不
吃早餐。

长达27年的随访发现，若有脂肪肝，再不
吃早餐，则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近2倍，脑血管
病死亡风险增加4.5倍。

该研究中，腹部超声发现肝脂肪变性，并伴
有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则诊断为代谢功能障碍
相关脂肪肝：超重/肥胖；有代谢异常，如腰围超
标、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前期的证据；2型
糖尿病。 据海外网

有脂肪肝更得吃早餐

劳累了一天，能够拥有高质量的睡眠既可
以恢复精神，又可以解除疲劳。

不过，一组关于睡眠的数据却让人不淡定
了。据调查，我国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在30%以上。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好操作、经济又实惠
的中医耳穴治疗失眠的方法，不妨一试。

耳与经络、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医有
“十二经脉上行于耳”“耳为宗脉之所聚”“肾气
通于耳”之说。同时耳廓上分布着较丰富的神
经：躯体神经、脑神经、交感神经，它们相互重
叠，形成了神经丛。因此耳穴既是全身疾病的反
应点，又是疾病的治疗点。

那么针对不同的失眠原因，我们的选穴也
有所不同，主要包括：神门、肾、心、神经衰弱区、
神经衰弱点、神经系统皮质下等。

神门、枕、神经系统皮质下：由于失眠使大
脑皮层兴奋和抑制过程平衡失调,高级神经活
动的正常规律遭到破坏。耳穴神经皮质下穴具
有调节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功能。

神门：具有镇静、安神、利眠作用。
心：心主神明，为五脏六腑之主。当阳气不

足，则神经衰弱、失眠、健忘、身软无力；心阴不
足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为主的神经衰弱，如心
悸、多汗等，取心穴可宁心安神。 据人民网

睡觉不够香？

压一压耳朵

农历腊八之后，年味渐浓。最近两年，
由于受疫情等影响，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
年关将至，给自己和家人送上一份健康大
礼成为不少市民的选择。1 月 18 日至 2 月
15日，福虎送瑞“义”起过年暨三溪堂第十
七届健康年货节正式启动，健康年货节上
既有传统的参茸、燕窝、虫草等滋补品，也
有符合现代人体质的药食同源系列膏方以
及多款养生品。

“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年货清单
中，野山参是许多义乌人的首选。像气虚血
虚的年老体弱人群、畏寒怕冷的肾阳亏虚
人群，以及工作强度大、常感疲乏的亚健康
人群，都适合在冬藏时节进补野山参。

在义乌，挑选野山参大多数人还是会
想到三溪堂这样的老字号。无论是品种品
质还是数量，都属上乘。更关键的是，三溪
堂的野山参野性足、够年头，而且五形美、
灵气旺，在到达消费者手上之前，还要经历
野山参初检、专业权威机构食药检院复检。

不止野山参，三溪堂还有多种传统
滋补品供你选择。比如烦躁易怒、入睡困
难等阴虚体质人群，适合吃铁皮石斛；想
养颜的女性、长期抽烟的人群，适合吃燕
窝；虚热烦倦、口燥咽干的人群适合吃西洋
参。为此，三溪堂特意准备了野山参礼盒、
燕窝礼盒、虫草礼盒、石斛礼盒，同时还在
健康年货节上推出“义”起过新年、助力赢
红包等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全媒体记者 吕斌 文/摄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常用非处方止痛
药主要为非甾体类止痛药，如阿司匹林、布
洛芬、双氯芬酸等。相信大家对这些药品名
称都不陌生，家中的小药箱里或多或少会
备上一两种。但许多人因为这些药无需处
方就可买到，认为它们是完全安全的，可以
随意吃，这就大错特错了。

今天，疼痛科的专家就来给大家总结
服用非处方止痛药时常犯的六个错误。

误会一：稍有疼痛就服药
虽然疼痛早期服用非甾体类止痛药有

助于缓解不适，但若服药时间超过2至3天，
反而会延缓组织修复愈合。同时，轻度疼痛
具有警示作用，让我们机体规避继续受到伤
害，比如膝关节痛了我们就会减少行走，避
免软骨和滑膜损伤，过早服用止痛药反而
会导致行走中膝关节受伤的风险增加。

正确做法 如果疼痛属于轻度，可优先
选择非药物疗法，如热敷和冷敷等，通过改
善微循环，减少炎性渗出，有效去除病因来
缓解疼痛。

误会二：认为长期用药才会有副作用

服用非甾体类止痛药会增加心脏病、
胃肠出血和中风风险。人在服用止痛药的
第一周内，这些风险就会激增，尤其是那些
平时长期口服小剂量阿司匹林的患者。因
为阿司匹林本身就是非甾体类药物，在此
基础上再吃别的止痛药，胃肠黏膜损伤等
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正确做法 止痛药的最佳服用方法是，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服用最低有效剂量。而
且，要根据自身合并症选择合适的止痛药，
比如有胃炎、胃溃疡的病人，最好口服对胃
黏膜伤害比较小的止痛药如塞来昔布。

误会三：吃止痛药预防运动损伤
在某种程度上，服用非甾体类止痛药

能鼓励有轻伤的人坚持锻炼，也有助减轻
理疗康复患者拉伸关节筋膜时的疼痛，对
身体机能康复有益。但，这需要有专业医生
进行康复和用药指导。

不过，如果你经常服药，或把它作为一种
预防受伤的手段，则会加重原有损伤。因为疼
痛是身体警示受伤的一种安全机制，过早使
用止痛药，反而会增加机体受伤的可能性。

正确做法 服用止痛药不要太随意。如果
你是从事耐力训练的运动员，服药后需及时
补充水分，否则可能损伤肾脏。

误会四：与复方感冒药同时用
很多人会在患感冒或流感时服用镇痛药

来缓解身体疼痛。殊不知，很多治疗感冒的复
方药物本身已经含有退热止痛药成分。两药同
服，就会让人们在无意之间服药量增倍，存在
服药过量的风险，出现不良反应。

正确做法 服用感冒药，要耐心观察，多
数是30-60分钟内，随着体温下降、汗出，身
体疼痛也会随之消失，一定不要在感冒药发
挥作用之前，同期吃止痛药。

误会五：与抗抑郁药同时用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临床发现有相

当比例成年抑郁症患者同时伴有慢性疼痛，
其中一些人需要服用非甾体类止痛药来解决
疼痛。2015 年一项研究发现，同时服用非甾
体类止痛药和常见的抗抑郁药物会增加服药
者脑出血的风险。

正确做法 经常服药的抑郁症患者如要
服用止痛药，需定期咨询医生。而且，一部分

患者的疼痛症状本身是由于抑郁情绪导致的
躯体化症状，单纯抗抑郁药物就能缓解疼痛
症状，并不需要同期服用非甾体类止痛药。

误会六：感觉到疼痛难忍时才吃药
很多人认为止痛药有副作用，认为应该

尽量少吃，所以每次坚持到疼痛难忍的时候
才会服药，这是错误的。疼痛严重时才吃药，
不仅效果不好，而且常常因为镇痛不全导致
短期内再次用药，造成药物过量，反而增加产
生副作用的风险。

正确做法 治疗期内，按照医嘱定时服
药，让药物在体内形成稳定的血药浓度，产生
平稳的镇痛作用，有利于病人情绪稳定，免疫
功能恢复，加快机体康复。

●敲黑板
提示大家，虽然错误服用止痛药会带来

上述不适，但也不用过分担心。只要遵医嘱定
时、定量、疗程内服药，采用个体化原则，由专
业的医生定期评估，通过合理选择用药类型
及摄入方式，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发生
不良反应的风险，上面讲的这些“坑”，我们都
能轻松避过。 据北京青年报

能轻易买到就可随意吃？

细数你对止痛药的六个误会

新年送福送健康 一起陪你过大年
三溪堂第十七届健康年货节来了

灵芝孢子粉销售专区。

广告

年货节上，市民正选购健康养生年货。

义乌人的年货清单中，地道野山参成为首选。 福牌阿胶糕现场手工熬制，供不应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