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胖可导致男性不育
准备要宝宝的男同胞，减肥减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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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
晋 通讯员 李成修 王婧）刚刚过去
的春节贺岁档，大家都被贾玲成功
瘦身100斤震撼到了，殊不知，肥胖
也和男性不育息息相关。烟台毓
璜顶医院生殖医学科主治医师靳
银山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肥胖能够通过影响男性精子质量、
睾丸功能、内分泌激素、性功能等
导致男性不育。“所以，准备要宝宝
的男同胞们，减肥减重迫在眉睫。”
他说。

靳银山表示，精子质量是评价
男性生育力的重要指标，研究表
明，肥胖会导致精子浓度及活力降
低，精子畸形率及DNA碎片率升
高，BMI和精子质量呈负相关，从
而导致男性不育，更有甚者导致女
方胎停育、流产等。“此外，肥胖会
导致男性内分泌激素紊乱。”研究
表明，肥胖导致男性体内促性腺激
素释放激素分泌减少，通过“下丘
脑-垂体-性腺”轴影响男性睾酮
分泌水平。肥胖男性体内芳香化
酶分泌过多，将睾酮转化为雌激
素，雌激素水平升高，使黄体生成
素、卵泡刺激素降低，影响睾丸生
精功能，导致不育。

“肥胖还会影响男性睾丸发
育。青春期发育时，肥胖影响睾丸
发育，成年后睾丸体积偏小，生精功
能降低。肥胖导致睾丸生精细胞凋

亡严重，影响精子产生。此外，
阴囊温度与精子质量呈负相
关，肥胖男性会阴部脂肪堆积
导致睾丸温度升高，影响睾丸
功能，导致不育。

“肥胖还可引起男性性功能障
碍，无法完成正常性生活，导致男
性不育。”他说，科学减重，势在必
行。但这就会导致一种极端情况，
即“明天开始我就不吃饭了”，“要
么瘦，要么死”。对此做法，靳银山
告诉记者：“不可盲目效仿，害人害
己。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当然
也别想一夜暴瘦，可通过合理
运动、膳食搭配、调整作息等科
学减肥，制订减重计划。”

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4日说，
院方去年年底成功实施全球首例肝肺同时
活体移植手术。目前，患者已出院回家。

医院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一
消息。手术主刀、呼吸外科医生伊达洋至
说，患者是一名手术时不满10岁的男孩，
术前肝肺功能严重下降。

据《日本时报》报道，这名男孩患有先
天性角化不良。这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综
合征，患者皮肤、黏膜都容易出现损害，还
会并发再生障碍性贫血、骨胳异常、智力
差、脾肿大等，目前尚无特效疗法。

这名男孩2岁时患上再生障碍性贫
血，4岁时接受来自妹妹的骨髓移植。后
来，他又患上肝硬化，肺部也出现问题，无
法摄入氧气，生命危在旦夕，需要接受肺移
植和肝移植。

去年11月15日，这名男孩通过手术移
植了来自父母的部分肺脏和来自祖父的部
分肝脏。整个手术历时约18小时，约30名
医护人员参与，使用了4间手术室。男孩术
后恢复良好，可以不携带氧气瓶自行行走
后，于本月1日出院。他40多岁的父母和
年过六旬的祖父也已回归正常生活。

医院方面说，全球范围内实施过至少
20台肝肺同时移植手术，器官来自脑死亡
的捐献者。日本这台手术是全球首个器官
来自活体的肝肺同时移植手术。

日本共同社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
的脑死亡器官提供者非常少，而活体移植
对器官提供者也有风险，因此需要慎重对
待这类手术。男孩的家人和多名医生经过
反复研究，最终才决定做手术。

伊达洋至认为手术意义重大，证明了对
多器官损害患者实施移植手术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
苹 通讯员 王朝霞 曾颖雪）“惊蛰节
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惊蛰
过后，大地回暖，百虫复苏，温暖的气
候适宜病媒生物生长繁殖和部分病
媒生物性传染病的传播。惊蛰之后，
仲春季节，是病媒生物防制的关键时
节。烟台市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制
专家提示，做好预防和正确处置蜱虫
叮咬。

烟台市常见媒介生物性传染病
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一
种以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为主
要临床特征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人
群普遍易感，重症病例可因多脏器损
害导致多器官衰竭而死亡。目前，对
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尚无有
效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它的发生主要
与蜱虫叮咬有关，预防发热伴血小板
减少综合征一定要避免蜱虫叮咬。
那么，如何预防蜱虫叮咬？专家介
绍，蜱虫主要分布在山区、林区草木
茂盛和动物经常经过的地方，牛、
羊、犬、鼠、野兔等动物身上常可
见蜱虫附着。蜱虫的活动范围不
大，以数十米为半径，等待动物或

人经过。蜱虫等待宿主时有其独门
利器，在蜱虫的前足末端，有个特有
的嗅觉器官——哈氏器，对动物的汗
臭和呼出的二氧化碳极其敏感，当与
宿主相距十几米时，即可感知，由被
动等待到主动等待，张开双前肢，一
旦宿主接近就会攀附而上，寄生吸
血。蜱虫堪称“吸血鬼”，吸血量很
大，吸血前的蜱虫很不起眼，成蜱只
有绿豆大小，难以被发现，但吸血后
可膨胀至指甲盖大小，胀大几十倍甚
至100多倍。

因此，注意要尽量避免在草地、
树林等蜱虫的栖息地长时间逗留坐
卧，防止蜱虫叮咬。生活在丘陵、山
地、森林等地区居民，应当注意家居
环境中游离蜱虫和饲养家畜身上寄
生蜱虫的清理和杀灭工作。如果确
实需要进入草地、树林等蜱类栖息地
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走主路，蜱虫很

少 在 这 些 地 方 出
现。穿长袖上
衣长裤，扎紧
裤腿或把裤
腿塞进袜子
或鞋子；不
要穿凉鞋。

尽量穿浅色衣服便于查找有无蜱虫
附着。无论是在人体或动物体表，还
是在墙面、地面发现蜱虫，不要用手
直接接触，更不要用手挤破，要用镊
子或其他工具将蜱虫夹死。可在裸
露的皮肤涂抹驱避剂，如避蚊胺
（DEET，只推荐2岁以上人员使用）
等，可维持数小时有效。离开草丛或
树林时，要仔细检查身体和衣物缝隙
褶皱，以确保没有蜱虫叮咬或攀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蜱虫叮
咬后要注意处置方法。一旦发现被
蜱虫叮咬要及时到医院处置，切不
可自行生拉硬拽，以免导致蜱虫的
口器折断在皮肤里。如附近没有医
院，可用酒精涂在蜱虫身上，使其头
部放松，再用小镊子紧贴皮肤部位
夹住它的头部小心取下，最后再用
碘伏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如不
慎接触蜱虫挤破后的流出物，要用
碘酒或酒精做局部皮肤的消毒处
理。待条件允许时再去医院检查皮
肤有无蜱虫残留。另外，要特别注
意的是，有蜱虫叮咬史或野外活动
史者，一旦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或
体征，应及早就医，并告知医生相关
暴露史。

青光眼被称为视力健康的“隐形杀
手”。3月6日是“世界青光眼日”，如今青
光眼呈现年轻化趋势，专家呼吁关注用眼
健康，保护心灵窗户。

青光眼是世界主要致盲眼病之一，能发
生在任何年龄段，且其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增加。大多数情况下，青光眼的症状不
易被发现，而它对视神经造成的危害却是不
可逆的，是视力健康的“隐形杀手”。

“早发现、早治疗，科学防治很重要。”据
青海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祁恩介绍，
青光眼是一组以特征性视神经萎缩和视野
缺损为共同特征的疾病，而病理性眼压增高
则是导致视神经凋亡的主要危险因素。

祁恩表示，青光眼多发于老年人，但
如今也呈年轻化趋势，年轻人用眼过度，
患青光眼的风险也在增加。有心血管系
统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的患者群
体是青光眼高危人群，更需要注意防范。
当出现阵发性视物模糊、眼部胀痛，轻度
眼部充血、头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
时，需及时就医。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减少
青光眼患病风险。”祁恩介绍，合理的膳食
搭配有助于呵护眼睛健康。专家建议，加
强体育锻炼，有规律的适度运动可以有效
降低眼压；要保持充足睡眠，使用正确睡
姿；要保持平和的情绪和良好的心态，避
免生气或者经常处于紧张焦虑的情绪中
诱发眼压增高。

据新华社

惊蛰之后，百虫复苏，市疾控中心提醒：

进入草地树林要预防蜱虫叮咬

青光眼呈年轻化趋势
专家提醒关注用眼健康

日本成功实施全球首例
肝肺同时活体移植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