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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脊柱一直以来就不太好，2018年《流行》演唱会排
练时脊柱出现问题，一度需要坐轮椅出行。去年开始出现一
种新状况，身体就像石化了一样，难以平稳躺下，睡觉也没办
法保证。”近日，李宇春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首次透露自己去年
确诊了强直性脊柱炎。

“一般强直性脊柱炎发展到关节有明
显炎症或融合，或出现脊柱畸形，才需要做
矫形手术。现在有很多药物治疗方法，近些
年来医院做手术的强直患者越来越少。”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关节外科主任医师李
子剑说。

“每个月来医院就诊的强直性脊柱炎
患者有一二百人。特别轻和特别重的患者
占比都不多，大部分患者病情属于中等发
展程度，但已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影
响。”张舸表示，基本上诊断后进入治疗阶
段，患者的症状都能完全缓解，即疼痛感
基本消失，骨质硬化、变形等骨质破坏不
再继续发展。

根据2020年《中华内科杂志》发布的
《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关节炎患者实践指

南》，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可能会出现潜在
的心血管风险，导致心律不齐、血压升高
等。患者长期服用应定期评估心血管疾
病风险。因属于慢性疾病，大多患者在确
诊后仍需长期服药，并定期到医院随访。
很多需要注射生物制剂的患者需3个月检
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指标。

“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撰写的脊柱关节疾病靶向治疗共识
很快会推出。”曾小峰表示，近年来，脊柱
关节疾病治疗方法有了颠覆性进展，但很
多基层医生缺乏经验，无法准确用药。加
快推进这项共识有助于帮助全国风湿免
疫科医生、骨科医生准确开展临床诊治。

据《中国新闻周刊》

曾小峰说，这种疾病曾很长时间内面
临缺药困境。过去，强直性脊柱炎的临床
治疗主要依靠非甾体抗炎药和抗风湿类
药等。近年来，新涌现的药物改变了强直
性脊柱炎的治疗局面。

近 10年，强直性脊柱炎的药物治疗
进展迅速。根据靶点不同，目前，在国内有
治疗适应症的主要有两大类生物制剂，第
一类是抗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第二类是
单克隆抗体类药物。

疾病发作时伴随多炎症反应，现有疗
法都是针对这些炎症介质的靶向治疗。当
疾病处于早期，还未出现关节破坏时，非
甾体抗炎药起到的消炎镇痛作用很重要。

当这类药物无法控制炎症进展时，生物制
剂和小分子靶向治疗药就可以派上用场，
缓解炎症同时，也能控制炎症、抑制病理
性新骨形成。

早诊断、早治疗。即便这些药物能缓
解症状及疾病进展，目前，强直性脊柱炎
依然无法治愈，且造成的损害无法逆转。
有些发展到晚期的患者，脑袋永远都抬着
看向天空，不能低头。还有一些患者的视
线永远只能看向地面。手术矫正完从形体
上看，只是从驼背变到躯体变直，视线可
以正常看前方，但转身、弯腰等动作仍然
受限。

“不死的癌症”如何治3

治疗有了颠覆性进展4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以慢性炎症和
异常骨化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因
无法根治，复发频率高，这种疾病也被称
为“不死的癌症”。除了李宇春，周杰伦、
张嘉译、蔡少芬等在内的明星也患有该
病。在中国，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约为
0.3%—0.4%，有 500万左右的患者正受
到这一疾病的困扰。

“强直疼痛为‘表’，骨损为‘里’，后
者是比较担忧的问题。”国家皮肤与免疫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协和
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小峰表示，患者
发病初期大多表现为腰背疼痛，如放任
不管，会导致疾病恶化至“竹节状脊椎”，
即晚期出现脊椎融合现象，连低头、弯
腰、转身这些基本动作也无法完成。

患者发病初期大多表现为腰背疼痛1

“强直性脊柱炎病痛初期多数在腰
臀部显现，导致腰部活动逐渐受限。后延
伸至胸椎，影响患者正常呼吸。随着病
程增长，骨损伤进展到一定程度，疼痛
进一步攀至颈椎和头部，导致整个头
颈部无法活动。最终健康灵活的脊柱
会像竹子般僵硬，久而久之，身体活动
功能丧失，逐渐畸形甚至残疾。”北京
协和医院骨科教授翁习生表示，这就是
大家常说的身体在逐渐“石化”。

曾小峰说，患者晚期，整条脊椎高度
硬化，不能灵活扭动身体，容易引发骨
折。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且无法恢复。影
像学上也能看到类似“竹节样”的改变，
即整个颈椎、胸椎、腰椎等部位全长在一
起，过去将这种情况叫作“竹竿病”。发病
后，如进行有效干预，基本不会发展到这
么极端的情况。

通常人们印象中，强直性脊柱炎患
者大多为男性，事实上，女性群体同样会
发病，且并不少见。曾小峰说，女性患者
比男性患者症状稍轻，疾病对女性关节
破坏程度更弱一些，最终发展到强直的
患者更少。

北京市海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
舸称，女性重症患者人数低于男性患者，
前者膝关节、肘关节、腕关节等部位的发
病率相对更高。男性起病时最多见的是
下腰痛、脊柱痛，女性起始症状更多的是
外周关节炎、急性虹膜睫状体炎，还有些
起病时感到颈部不适。

强直性脊柱炎的病因尚不明确，业
内主流看法认为，该病与遗传、环境因

素、自身免疫、病原菌感染等多种因素相
关。

据介绍，目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从首
次出现症状到确诊，平均延误时间是6年。

强直性脊柱炎更容易盯上青年人，
发病年龄通常在 15岁—40岁。“这个病
误诊率相对高些，大多人发病隐匿，容易
被误以为是腰椎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空调病等常见疾病。”张舸说，很多年轻
人日常生活中遇到腰背疼痛，活动后症
状会明显减轻，便认为只是暂时的小毛
病，忍一忍就过去了。即便去医院，很多
患者最开始一般会选择疼痛科或者按
摩科，也不会想到去风湿免疫科就诊，
这也会造成误诊和病情延误。

张舸说，强直性脊柱炎会累及眼
部、脚趾、皮肤等部位，患者这些部位出
现症状时，一般会去眼科、皮肤科等科室
分别检查，不会将所有这些症状都说出
来。没有经过专业风湿免疫学科培训的
医生也很难将这些症状联系在一起，大
多对病患按照单个疾病治疗。

张舸分析说，强直性脊柱炎需要分
类诊断，即影像学上要存在明确的骶髂
关节炎，也需要检查脊柱关节炎症状，如
关节炎、葡萄膜炎、趾炎等。

曾小峰解释说，附着点炎是强直性
脊柱炎的病理特点。发病早期症状为腰
背痛，患者常形容后背负重增加、发沉、
发紧，晚间休息后疼痛症状加重，劳动或
晨起活动后全身僵硬、疼痛反而减轻，

“这是鉴别强直性脊柱炎与其他疾病差
异的要点”。

误诊率高，女性重症人数低于男性2

李宇春称自己脊柱出现问题，身体就像石化了一样

强直性脊柱炎为何“偏爱”年轻人

学龄儿童是指从 6周岁到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学龄儿童正处于生长
发育阶段，全面、充足的营养是其正常
生长发育，乃至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

1.多活动，少看电视
多做户外活动，少看电视，每天 60

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定期监测体格发育，保持体重适宜

增长。
2.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
学习食物营养相关知识。认识食

物、了解食物与环境及健康的关系，了
解并传承中国饮食文化；充分认识合理
营养的重要性，建立自己的健康和行为
负责的信念。

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会阅读

食品标签，和家人一起选购和制作食
物，不浪费食物，并会进行食物搭配。

家庭和学校构建健康食物环境。除
提供平衡膳食外，还应通过营养教育、
行为示范等，鼓励和支持学龄儿童提高
营养素养并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3.三餐规律，不挑食
清淡饮食、不挑食偏食、不暴饮暴

食，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做到一日三餐，定时定量、饮食规

律。
早餐食物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

果、动物性食物以及奶类、大豆和坚果
等四类食物中的三类及以上。

可在两餐之间吃少量的零食，选择
清洁卫生、营养丰富的食物作为零食。

在外就餐时，要注重合理搭配，少
吃含高盐、高糖和高脂肪的食物。

4.多喝白水，不喝含糖饮料
每天 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或相

当量的奶制品。
主动足量饮水，每天800毫升—1400

毫升，首选白水。
不喝含糖饮料，禁止饮酒。

学龄儿童如何饮食更健康 疫情期间

去商场超市
如何防护

1.提前列好购物清单，减少购
物逗留时间。

2.主动配合接受体温检测。
3.进入商场、超市，全程佩戴

口罩，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4.购物结束后，注意洗手，做

好手部消毒。
5.推荐自助购物，使用移动支

付结账。
宗合

健康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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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