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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小孩患上儿童糖尿病
原来是酸奶惹的祸

张先生的儿子浩浩（化名）今年两岁，他是西南医
院内分泌科一段时间以来治疗过最小的糖尿病患儿。
张先生回忆，此前，浩浩因为时常口渴，以及明显的消
瘦，突发呕吐，被家长带到西南医院儿科急诊住院。后
经住院总会诊转入内分泌科控制血糖。

“通过询问病史，我们了解到，浩浩一直不喜欢喝
牛奶，每天都会喝酸奶替代，有时一天会喝好几杯。”基
于此，内分泌科副教授匡剑韧怀疑浩浩得了糖尿病。
为证实自己的猜测，内分泌科的医护团队立刻让浩浩
接受了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血糖、红细胞、白细胞、血
小板的数值均高于正常值。考虑到他出现的一系列症
状，内分泌科魏平教授确定浩浩患上了儿童糖尿病。
之后，浩浩接受了生理盐水扩容、胰岛素泵降血糖等一
系列治疗。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浩浩的血糖逐
渐恢复正常。

爱喝甜饮料爱熬夜
19岁大学生患上糖尿病

19岁大学生小李最近两个月发现自己体重一直在
减少，于是到医院就诊。在门诊测血糖，超过
20mmol/L，而正常人的血糖应该在7至10mmol/L之
间。随后小李住院治疗，被诊断为糖尿病性酮症，需要
每天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

为何小李年纪轻轻就患上糖尿病？苏北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曹灵介绍，小李的外公是糖尿病患
者，有糖尿病家族史，但是他缺乏相关糖尿病知识，不
重视改善生活方式，从而短时间内促成了糖尿病的发
生发展。“这跟他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不爱喝水，每天
都喝甜饮料，而且爱熬夜，爱吃宵夜，摄入的都是偏高
糖高脂的饮食。”曹灵说，小李的例子告诉我们，年轻人
也可能患上糖尿病，特别是有家族史的人群，预防糖尿
病尤为重要。

如果放任糖尿病不管会怎样？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慧提醒，放任糖尿病不管很可
能会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是一种糖尿病急性并
发症，是指糖尿病病人在某些诱因下出现胰岛素水平
严重低下，最终造成一系列病理改变性症候群（包括高

血酮、酮尿、电解质紊乱、脱水、代谢性酸中毒等），严重
时可引起昏迷甚至死亡。

年轻妈妈要注意
妊娠期糖尿病增多

36岁的张女士，孕前55公斤，怀孕后她辞去工作，
在家安心养胎。因为突然停止工作，活动量较之前急
剧减少，同时家人为她烹饪较多的鱼汤、鸡汤等高热量
食物，每日晚间她还会进食面条、蛋糕等夜宵。在张女
士妊娠26周时，体重已增至74公斤，在产检糖耐量试
验显示，综合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医生为张女士制定了
孕期食谱，指导她适当活动。积极干预后，她的空腹血
糖控制下来，最后顺利分娩，生下一个健康宝宝。“妊娠
期糖尿病，是指妊娠期发生的糖代谢异常。”刘慧介绍，
近年来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有所增加，主要是孕妈妈
吃得多、动得少等不良生活习惯引起，孕妈妈在怀孕24
至28周时可进行糖耐量试验。

糖尿病越来越年轻化
请警惕“隐形糖”的摄入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超
1.4亿人，这意味着，大约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
患者。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内分泌科隆敏主任告诉
记者，近年来，内分泌科收治的糖尿病人呈现明显的年
轻化趋势，数据显示，目前18到35岁的糖尿病患者已
占糖尿病人的40％。

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注重减少
糖分的摄入。对此，隆敏表示，要真正做到控糖，需警
惕“隐形糖”的摄入。“除了已知的糖类食物外，不少食
物的含糖量都不少。”隆敏提醒，比如猪肉脯、葡萄干
等，如果一块方糖是4克，那么一小把葡萄干的含糖量
则高达7到9块方糖。

除了这些零食之外，不少0卡0糖的饮品同样
要少喝。“有些商品在包装上写着‘无添加蔗糖’，
但是仔细看配料表会发现，虽然不添加蔗糖，却添
加了葡萄糖浆、麦芽糊精等，而这些物质在水解后
同样会产生葡萄糖。”隆敏说，鲜榨果汁虽然看似
营养，里面也有丰富的糖分，过多摄入，也会造成
糖量超标。

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2021年公布的数据：全球成年糖尿病患者人数高
达5.37亿，预计2030年全球成年糖尿病患病人数将上

升至6.43亿。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为12.8%，人数高达1.3亿
人，是目前世界上糖尿病人数最高的国家。在门诊上，记者发现
不只是中老年人容易患糖尿病，青年、孕妇等也是糖尿病的高发
人群。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内分泌科隆敏主任提醒，有些食物
看上去没什么糖，却需要警惕它们的隐藏糖。

每天一杯酸奶
两岁娃成小糖人
昨天是世界糖尿病日，医生提醒警惕“隐藏糖”

年轻人平时工作繁忙，有时间宁愿睡觉和玩
乐，也不愿抽半天时间去排队做健康体检，这种情
况下有办法通过自检初筛糖尿病吗？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大学附属中心医
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姜晓燕科普了一种方法：“目前
临床上有种25分筛查法，普通人可以按照年龄、收
缩压、BMI值、腰围、遗传史、性别，对自己进行评
分，超过25分就是糖尿病高危人群，就有必要去医
院进行检查了。”下面这张糖尿病自我筛查评分表，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糖尿病这些误区您要知道
误区一 糖尿病是吃糖引起的
糖尿病是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

用所导致的慢性、全身性代谢疾病，以血浆葡萄糖
水平增高为特征，主要是因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或
功能障碍引起的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而影响
正常生理活动的一种疾病，爱吃糖与糖尿病的发病
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人认为，无糖食品就是不含
糖的食品，这种认知是错误的。

误区二 只要限制主食就行了
食物是血糖的主要来源，对糖尿病人来说，仅

仅限制主食（即碳水化合物）摄入是远远不够的，还
应当全面控制饮食，避免血糖过高。

误区三 瘦子不会得糖尿病
虽然糖尿病常见于肥胖人群，但是本身并不胖

的人也会患上糖尿病，比如长期饮食不均衡的人。
误区四 吃了降糖药后能随意吃
许多人认为吃了降血糖的药物后就可以随意

吃喝，这是错误的。一定要均衡搭配，多运动，减少
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控制好体重。此外，患者
应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降糖药物，切勿自行
盲目减药或停药，否则治疗效果将大打折扣。

据人民日报、扬州日报、上游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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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自我筛查评分
你快试试

什么是糖尿病

胰腺里有胰岛β细胞，它们能分泌胰岛素，胰
岛素的任务就是处理血液里的血糖。有些人体
内的胰岛β细胞显著减少，导致胰岛素分泌显著
下降，血糖不能被代谢，引起多种问题。这就是 1
型糖尿病。患者往往在幼年和青少年阶段发
病。有些人体内胰岛素并不少，但是胰岛素搬运
血糖的路上出了障碍（这种情况又叫胰岛素抵
抗）导致血糖堆积，引起多种问题。这就是2型糖
尿病的主要病因，也是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多
发于成人，现在也在向儿童和青少年蔓延。

糖尿病的危害

眼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
微血管并发症之一。病情后期，血管产生病变，
可能出现视野模糊、出现阴影，严重的甚至可能
视网膜脱落、失明。

血管：由于血糖高、血液黏稠难流动，可能导致
血管硬化、变窄，有可能因此引发心梗。

肾：高血糖会扰乱代谢，从而影响到肾功能，甚
至出现肾损害。

脚：由于血管、神经病变，糖尿病患者有几率出
现“糖尿病足”，脚部易溃烂、坏死，严重者甚至需要
截肢。目前，糖尿病足患者截肢率高达23%。

患糖尿病的几大征兆

糖尿病找上门的几大征兆，比较典型的是“三多一少”。
多饮：总觉得口渴，拼命喝水还不解渴。
多食：食欲异常增加。
多尿：总是想尿尿，尿量异常增多，特别是夜间

尿量增加。
体重减少：虽多饮多食，但体重并不会增加，反

而异常减少。

哪些是高风险人群

年龄≥40岁；
有高血压、血脂异常的；
有糖尿病家族史的；
超重肥胖的；
孕期血糖增高或被诊断为妊娠糖尿病的；
经常久坐的。

如何预防糖尿病

饮食上需要均衡摄入，控制体质指数（BMI），
保持在18.5-23.9kg/㎡。

根据自身情况适当运动，推荐羽毛球、慢跑、游
泳、快走等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