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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胃食管反流，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反酸、烧心，
或者食物反流进入口腔等症状。其实，除了消化道症
状，还会出现慢性咽炎、咳嗽、哮喘、打鼾、龋齿、胸痛和
背痛等很多症状。如果反复出现这些症状，看呼吸科、
五官科、心脏科等科室后，病情依然没有好转，这部分
人群很可能患了胃食管反流病。今天，云南省第一人
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宋正己就来告诉你，胃酸反流的
原因和危害，并教你如何防范胃酸侵袭食管。

胃酸为什么会反流

宋正己说，在食管与胃之间有一道“门”，叫做“贲
门”，吃下去的食物到了胃内时，这道门就关起来了。
胃酸与食物在胃里面混合、消化，很少会反回食管。但
是，如果这道门松弛了，或者是持续开着，胃酸和食物
就会反到食管。食管对胃酸的防御比较弱，如果胃酸
持续反流到食管，会对食管黏膜造成损害。

胃酸反流有哪些危害

宋正己说，从食管的炎症、喉部的炎症、口腔的炎症，
到气管的炎症，胃酸反流很容易引起各种食管外症状。

● 反流到食管：引起食管痉挛和胸痛，因为食管
与心脏的感觉神经是重叠的，有的患者会有像心绞痛
发作一样的感觉。

● 反流到喉：引起咽喉疼痛、慢性咽炎、声音嘶
哑。加重后气道狭窄引起鼾症，睡觉打鼾，影响睡眠。

● 反流到口腔：引起牙齿腐蚀，造成龋齿，还不到
年龄牙齿就掉了。

● 反流到气管：食管和气管共用一个咽部，食管
里的酸反到气管里面，引起哮喘的发作，引起支气管的
痉挛，甚至引起吸入性肺炎。

胃酸反流除了要重视食道内的症状，还要重视食道
外的症状。反复的肺部感染、反复的哮喘发作、反复的
慢性咽炎，还有牙齿受到腐蚀出现龋齿，喉炎，呼吸睡眠
暂停、严重的鼾症，这些症状的根源可能就是胃酸反流。

胃酸反流偏爱哪几类人

● 中老年人：贲门容易松弛，特别是有高血压
的人，吃了降血压的药物也会松弛。

● 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的人：内脏神经在压力大、
紧张、焦虑的时候，很容易松弛，贲门的肌肉也跟着松弛。

● 肥胖的人：腹内压高，容易造成贲门关不紧。
● 睡前进食的人：胃要分泌大量的胃酸来消化食

物，加上睡觉时身体平躺着，胃酸容易反上来。
● 有消化道溃疡的人：消化道溃疡会造成炎症，

引起胃的出口肿胀，通道变窄，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
变长，胃酸的分泌也跟着变多，容易反流。

● 吸烟喝酒的人：长期吸烟和酗酒可减弱食管下
段括约肌的防御功能，容易造成胃食管反流或使反流
症状加重。

胃酸多者要注意什么

预防胃酸反流，生活方式，饮食结构，控制体重，减
轻压力是最重要的。

宋正己说，对于胃食管反流病人，开出的第一个处
方，就是针对饮食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夜餐最重要，避
免吃一些难以消化的食物，比如油炸、油煎以及甜食，
避免喝太多的汤汤水水。

第二个处方，如果肥胖了，要控制体重；如果压力
大了，要缓解压力。

本报记者 王劲松

为引起人们对痛风及高尿酸血症的重视，我国将每年
4月20日定为“全民关注痛风日”。19日早，昆明20岁的
大学生小余来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痛风日义诊现场，等
候风湿免疫科专家给自己看病。

小余从读中学开始就喜欢上了喝饮料，一直以饮料
代替喝水。去年，他的膝盖、脚踝开始出现红肿痛症状，
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痛风！尿酸值高达980，高出正
常人的两倍多。痛风发作下不了床，目前上大三的小余
在一家单位实习，遇上痛风就只能请假就医。

对此，省一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李芹表示，很多年
轻人喜欢喝饮料，渴了就用饮料代替水，饮料含糖量高，
糖摄入过多造成血尿酸值升高，引发痛风。

我国高尿酸血症患者已超过1.2亿人，其中15%左
右会发展为痛风，成为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后的
第四高，对关节、肾脏、心脑血管等全身重要器官都有巨
大的威胁。如何避免高尿酸血症？李芹提醒，不喝酒，多
吃蔬菜水果，少吃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高的食物，少吃
甜食，多喝水，少喝饮料，少熬夜，并适当锻炼，保持健康
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避免痛风。

第十一次全国优生科学大会于4月19日～21日
在昆明举行。本次大会围绕“新时代的优生科学”主
题，安排涵盖遗传与优生、临床与优生（妇、产、儿科、生
殖、听觉等）、环境与优生、营养与优生、人口与优生、青
年学者论优生等多个分会场，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探
讨发展趋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医学遗传学家陈义汉亲临大
会指导，并做“中国疾病防治研究：机遇与挑战”的精彩
演讲。苟文丽、赵正言、朱宝生等80多位专家给参会代
表分享了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现
场座无虚席，超过1000人听取精彩纷呈的大会报告。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医学遗传科主任朱宝生教授
说，出生缺陷是损害人类健康的一大类先天性疾病，包括
先天畸形、先天性功能障碍，严重出生缺陷可导致死亡或
者终身残疾。预防出生缺陷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本报记者 王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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