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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菜吃多了会得高钾血症？
紫菜是一种海藻类食物，富含营养，钾

元素含量较高。对于一般人群，适量食用
紫菜不会造成健康问题，还有助于补充身
体所需的钾、碘等矿物质。然而，过量摄入
可能导致钾摄入过多，从而引发高钾血症。

江春玲介绍，高钾血症是指血液中钾
离子浓度过高，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肌肉
无力等严重症状。健康的成年人一般能够
通过肾脏将多余的钾排出体外，因此即使
摄入较多钾含量的食物，正常情况下也不
会引发高钾血症。

但对于极端情况，如大量、长期地摄入
含钾丰富的食物，加之其他潜在健康问题，

也有可能引发此类风险。

为何肾病患者需限制紫菜摄入？
江春玲解释，肾脏是人体调节血液中

钾离子浓度的主要器官。当肾功能受损
时，体内钾离子的排泄能力降低，容易导致
钾在体内积累，引发高钾血症。

紫菜中钾含量较高，对于肾功能不全的
患者，即使少量摄入也可能引发血钾水平升
高。因此，肾病患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严
格控制包括紫菜在内的高钾食物的摄入，
以避免因血钾升高而导致健康风险。

还有哪些人群食用紫菜需谨慎？
除了肾病患者，以下人群在食用紫菜

时也应谨慎：一是高钾摄入风险人群。如
老年人、糖尿病患者、心脏病患者等，这些
人群的肾功能可能或多或少存在隐患，钾
排泄能力可能减弱。二是正在服用影响钾
代谢药物的患者。某些药物，如 ACEI、
ARB类药物以及保钾利尿剂等，可能会增
加体内钾离子的水平，这类患者在食用高
钾食物时需更加小心。三是孕妇及哺乳期
妇女。虽然紫菜富含营养，但在这类特殊
人群中，钾的代谢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也应
适量摄入，并注意均衡饮食。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葛妍 记者 刘峻）近
日，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
第二中医院）整形美容科进入繁忙的手术周
期，特别是针对先天性小耳畸形的患者。其
中，7岁的欢欢（化名）和10岁的乐乐（化名）都
是这类患者的典型案例。这类耳再造手术的
开展，填补了该院的空白，术后1月复查手术
效果良好，家人和孩子均满意。欢欢妈妈对江
苏省第二中医院整形美容科郭宗科主任说：

“您救了孩子啊，耳朵没有做好之前，欢欢不
愿外出、不愿和小朋友一起玩，现在孩子有
笑声了，愿意和小朋友一起活动啦。”

7岁欢欢出生时，父母就发现她没有右
耳外形，只有耳垂样外观，被诊断为“先天性
小耳畸形”。6岁时父母带她前往北京等多
地就诊，医生建议进行全耳再造手术。在多
方了解下，他们最终找到了郭宗科。2023年
暑假欢欢进行了一期耳后扩张器置入术，手
术半年后顺利进行了二期自体肋软骨全耳
再造术，此次来院进行三期外耳修整术。在
手术室及麻醉团队的配合下手术进行得很
顺利，父母看到欢欢小耳垂的位置“长”出了
一个真正的耳朵。

10岁的乐乐出生时，父母发现其虽然有
耳朵的部分形态，但左耳外形不同于右耳。
随着乐乐年龄的增大，父母想给乐乐手术治
疗。郭宗科诊断乐乐为先天性小耳畸形，分
型Ⅱ度，建议进行分期耳廓成形术。第一期
进行耳后扩张器置入术，是为后续的耳廓重
建手术做好准备。于是，郭宗科将乐乐收治
入院，在手术室及麻醉团队的配合下完成手
术。手术过程中采用内窥镜与光导拉钩的

联合辅助技术，大大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与
有效性。

郭宗科表示，先天性小耳畸形是一种发
病率较高的疾病，仅次于唇腭裂的第二高发
面部畸形，会影响患者的外观以及听力功
能，还容易让患者因为耳畸形出现自卑或者
性格内向等情况。通常手术时间在6岁左右
较好，耳廓畸形最好是尽早消除，以免阻碍
患者的身心健康发育。郭宗科也是小耳畸
形公益活动多年的参与者，有效救治的小耳
畸形患者达上百例。

小耳畸形患者在手术后能够享受到更好
的外观，以及更加自信的社交生活，无疑提
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宇）2024年 9月
15—25日全国科普日活动如期举行，由江
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浆细胞病专委会牵
头，南京鼓楼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南通市第一人民医
院、无锡市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常州第二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张
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等10余家省内各市
县单位共同联动参与。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浆细胞病专委
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响应中国科协号召，每
年不定期举办多种科普系列活动。在今年
的科普日活动期间，学会秉持科普为民，汇
聚各分支成员、兄弟医院、科普教育基地等
多方科普资源和社会力量，精心筹备科普
主场活动、云科普大讲堂、线上问诊互动等
系列行动。本次多家医院的联动，覆盖全
省，线上线下参与患者及家属达 3000 余
人，增进了浆细胞知识的推广和普及。

南京鼓楼医院血液科作为浆细胞病专
委会的主委单位，在本次活动中起到了示
范带头作用，9月19日在病房为病友们举
行了一场生动的科普活动。首先由南京鼓
楼医院血液科行政主任陈兵教授致辞。陈
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现

状，围绕患者及家属关心的常见问题，引出
本次科普活动的主题。接下来，邵晓雁教
授以《骨髓瘤造血干细胞移植全流程解析》
为题展开详细阐述。紧接着，徐勇教授系统
讲述了“MM如何获得高质量长期生存”。
褚红护士长给病友们带来了多发性骨髓瘤
的常见护理知识，内容丰富，实用性非常
强。最后，与会医生一一解答病友们提出
的问题，解除了广大病友心中的疑惑。

今后，南京鼓楼医院血液科将继续发
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
坚持联合联动，不断夯实科普工作的群众
基础，提升江苏省浆细胞病的诊疗水平。

造口疝复发，引发肠梗阻
前段时间，陈爷爷的造口旁又出现了肿

块，站立或咳嗽后更加明显，平卧后肿块变
小，家里人知道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但不影
响生活，也就没在意。然而这个肿块慢慢变
大，长到了10×10厘米，大约有拳头大小。
陈爷爷还出现腹部坠胀感、偶有腹痛等症
状，而且他已经三天没解大便了。家人这才
意识到，这次老人的“老毛病”有点严重，赶
紧将他送到当地医院就诊。然而面对高龄、
多次手术后的老人，医生直言难度太大，建
议转到上级医院找经验丰富的专家手术。

于是，陈爷爷一家慕名找到中大医院疝
与腹壁外科主任医师李俊生，希望他能帮助
解决这个难题。李俊生在问诊中了解到，陈
爷爷8年前曾做过直肠癌手术，从此就有了
造口。4年前，他左下腹造口周围出现肿物，
被诊断为造口疝，进行了补片修补术。这一
次，陈爷爷造口疝复发，引发了肠梗阻。

再次手术，难度翻倍
“手术是解决造口疝的唯一有效方法，如

果久拖不治疗，肿块会越来越大，症状也会越
来越严重，甚至引发肠穿孔，有生命危险。”李
俊生坚定地对老人家属说道。“我父亲这么大
年纪了，再次进行疝气修补手术，会不会风险
很大？”患者家人有些担心地问道。

“老龄、多次手术等因素都为手术增加了
难度，但是为了老人的健康，我们会跟麻醉
科、重症医学科等学科联合，制定精准的手
术方案。”李俊生耐心地解释道。“李主任，我
们一家都很信任您。请您尽快安排手术
吧！”患者家人说道。

于是，李俊生带领团队在全麻下为陈爷
爷进行“腹腔镜结肠造口旁疝无张力修补

术”。术中，终于找到了他肚子里藏着的那
个“大窟窿”，李俊生团队在左下腹乙状结肠
造口旁发现缺损直径约6厘米。如何修补这
个“大窟窿”呢？患者已经经历了几次手术，
腹腔镜下发现腹腔内粘连严重，根本无法完
全松解。处理复杂疝气手术经验丰富的李俊
生，沉着应对，迅速转为开放手术进行结肠
造口旁疝无张力修补术。由于患者高龄，围
手术期风险高，因此手术成功完成后，陈爷
爷被转入重症医学科监护治疗。

他在重症医学科治疗一天后就转回疝与
腹壁外科病房，术后恢复良好，目前已经康
复出院回家休养。

专家建议：疝气手术宜早不宜迟
什么是造口疝？李俊生介绍，造口就是

直肠癌术后的患者改变了人体排便的通道，
变成了从肚子上的造口，也就是通过人工肛
门排出粪便。而造口疝因为有造口的存在，
在手术治疗时，既要修补缺损，又要不损伤
患者的腹壁造口肠管，使疝气的修补变得非
常复杂，被称为“疝中之王”。

专家介绍，很多人认为疝气是小病，发展
慢，对生活影响不大，便不进行治疗。尤其
是老年人，觉得年龄大了，手术风险较大，则
能拖就拖。然而这样危险重重，因为疝气一
旦破了口，就像车胎破了洞，只会越来越大，
影响车辆正常行驶。如果放任不管，随着疝
的体积逐渐增大，相应的手术风险和手术难
度也会越来越大，随之并发症也会越来越
多，严重时造成肠梗阻、嵌顿、肠管坏死等，
会危及生命。

专家特别提醒，疝气唯一有效的治疗措
施就是手术治疗，疝气手术宜早不宜迟，以
免出现并发症后只能接受创伤大的手术，不
要因为年纪大了就拒绝手术。

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内窥镜与光导拉钩联合辅助下扩张器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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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上鼓出个拳头大的肿块

92岁老人遇上“疝中之王”
“李主任，我父亲已经92岁了，造口疝已经补过一次。这次复发了，还能进行手术

吗？”近日，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疝与腹壁外科李俊生主任医师的专家门诊，陈爷
爷（化姓）的儿子问道。92岁的老人再次遇到“疝中之王”——造口疝，如果手术，将面
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如果不手术，肠梗阻及造口疝的问题能解决吗？

通讯员 刘敏 程守勤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梅书华

这一治疗术
帮孩子们拥有“新”耳朵

“髓”心守护，携手同行！
实用科普温暖患者就医路

几片紫菜下肚进了ICU？
专家提醒：肾病患者食用需谨慎

近期，一条#男子顿顿离不开紫菜进
了ICU#的新闻登上了热搜。温州的何先
生因长期过量食用紫菜被诊断为高钾血
症，被紧急送到了重症医学科。吃紫菜真
的会导致高钾血症吗？正常人能否放心
食用？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南京
市第二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春玲来
给大家解答。

通讯员 金雨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