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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视疾病，关爱身体！
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不管你是该病的患者，还是亚健康人群，阅读《痛风病调治与生活宜忌》都会让你受益匪浅。

李书霖、李岩的《痛风病调治与生活宜忌》讲述了痛风患者适合选择哪些运动项目、痛风患者饮食的
原则是什么等科学实用、通俗易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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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慢性痛风石性痛风。
痛风石是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内或关节周围组织，逐渐增多，形成突出于皮肤表面的黄白色结节。
全身器官除脑部外，都可能有尿酸盐结晶沉积而形成痛风石。
痛风石不一定疼痛，但最后可导致关节变形，影响外观及功能。
　　（5）痛风肾。
痛风肾是痛风特征性的病理变化之一，是由高尿酸血症导致尿酸结晶沉积在肾脏所致，实际上包括尿
酸盐肾病和尿酸性肾病两种病变。
前者是指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问质所导致的病变，后者是指在肾集合管内有尿酸盐结晶沉积，比较
少见，主要存在于恶性肿瘤、血液病等导致的急性尿酸生成过多和（或）尿酸排出过多的患者。
两者均可引起肾脏的损害，最后导致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痛风可分为原发性痛风和继发性痛风两大类。
原发性痛风除少数由于遗传因素导致体内某些酶缺陷外，大多都病因不明，并常伴有肥胖、高脂血症
、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糖尿病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症。
继发性痛风多继发于白血症、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溶血性贫血、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恶性肿瘤、
慢性肾功能不全、某些先天性代谢紊乱性疾病如糖原累积病I型等症。
某些药物如呋塞米（速尿）、乙胺丁醇、水杨酸类及烟酸等，均可引起继发性痛风。
此外，酗酒、铅中毒、铍中毒及乳酸中毒等也可导致继发性痛风。
临床诊疗中习惯把“原发性”省略，我们通常所说的“痛风”一般都指原发性痛风。
　　痛风发病的主要诱因是暴饮暴食，尤其是大量食用富含嘌呤的食物。
所谓高嘌呤饮食主要与食物中嘌呤的含量和进食的总量有关，如豆制品中嘌呤含量虽不是最高的，但
如进食过多也会诱发痛风。
因此，不管食物中嘌呤含量是多少，适度进食才能减少痛风的发病率。
其他诱因包括酗酒、创伤、外科手术、过度疲劳、精神紧张、受寒、服用某些药物（包括长期应用利
尿药、吡嗪酰胺、水杨酸类药物以及降尿酸药物使用之初等）、食物过敏、饥饿、关节局部损伤、感
染、遭受湿冷、穿鞋紧、走路多等。
　　痛风是一组嘌呤代谢紊乱所致的慢性代谢紊乱疾病。
其主要临床特点是体内尿酸产生过多或肾脏排泄尿酸减少，引起血中尿酸升高，形成高尿酸血症以及
反复发作的痛风石沉积、痛风性关节炎等。
症状为：突发关节红肿、疼痛剧烈，累及肢体远端单关节，特别是第一踱趾关节多见，常于24小时左
右达到高峰，数日至数周内自行缓解。
上述症状可反复发作，间歇期无明显症状，皮下可出现痛风石结节。
随病程延续，受累关节会持续性肿痛，活动受限，出现有肾绞痛、血尿、排尿有结石、夜尿增多等症
状。
　　痛风是一种先天性代谢缺陷性疾病。
调查显示，约10％～25％的痛风患者有家族史；在痛风患者的近亲中，患有高尿酸血症者可占10％
～25％。
这就是说，痛风是可以遗传的。
痛风遗传缺陷的本质和其他遗传性疾病一样，主要是基因突变。
基因存在于人的细胞染色体上，它携带有遗传密码，对蛋白质及酶的合成起控制作用，从而影响机体
的新陈代谢。
痛风就是由于控制尿酸生成的一些酶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多。
痛风的遗传方式一般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或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部分则为性联遗传，即x连锁隐性遗
传。
痛风是否是终身性疾病　　痛风与糖尿病一样，属于终身性疾病。
痛风属于遗传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与饮食中蛋白质含量、生活习惯等因素密切相关，就目前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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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水平而言，痛风还不能彻底根治。
临床上对痛风的治疗既要及时控制痛风性关节炎的急性发作，又要兼顾长期治疗高尿酸血症，以预防
尿酸盐沉积造成的关节破坏及肾脏损害。
但是，痛风是一种可以被有效控制的疾病，关键是做到坚持不懈地自我保养，辅以合理的药物治疗，
使血尿酸保持在正常范围，并使痛风发作次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尽量延长痛风的间歇期，做到带病延
年，与正常人一样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痛风是一种代谢紊乱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因此对于家族中有痛风史的人，应注意患有痛风
的可能。
除先天因素外，后天的因素也对痛风发生有很大的影响，从各方面分析，以下人群容易患痛风：　　
（1）从性别上来说，男人比女人易患痛风，男女发病比例为20：1。
而且，女性患痛风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绝经以后，这可能与卵巢功能及性激素分泌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
。
　　（2）从年龄上来说，年龄大的人比年轻的人易患痛风，通常痛风的发病年龄在45岁左右。
不过，由于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营养过剩，运动减少，痛风正在向低龄化发展。
现在30岁左右的痛风患者也很常见。
　　（3）从体重上来说，肥胖的中年男性，尤其是不爱运动、进食肉类蛋白质较多、营养过剩的人
更易患痛风。
　　（4）从职业上来说，企事业干部、军人、教师、私营企业主等社会应酬较多和脑力劳动者易患
痛风。
　　（5）从饮食上来说，进食高嘌呤饮食过多的人易患痛风，贪食肉类的人比素食的人易患痛风。
另外，酗酒的人也易患痛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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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疾病并不可怕，只要你本着“三分治、七分养”的原则，通过了解病症常识，掌握生活宜忌，合
理调整膳食，你的身体就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
　　《痛风病调治与生活宜忌》是一本最畅销、最受读者欢迎的家庭调治保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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