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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晨洗澡或洗头，甚至洗冷
水澡，都不会对心脑血管有直接的危害。
如果是一个血压、血脂、血糖正常的人，环
境冷热的变化大概率不会造成急性心梗
或脑梗的发作。但对于有“三高”或长期
大量吸烟的人来说，如果平时对于血压、

血脂、血糖的控制不到位，那么环境冷热
的刺激就会成为心梗或脑梗发病的诱
因。此外，在季节交替、天气转冷的时候，
人体的血管受到冷热变化的刺激容易收
缩，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缺血加重，这也
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因素之一。

1 早晨洗头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

早晨洗头、洗澡
容易突发心梗、脑梗？

医生详解发病状况及注意事项

季节交替时，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心脑血管疾病对生命威胁
极大，复发率、致残率高。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占我国
疾病死亡率首位，我国每年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约100万人，每3名心
梗患者中就有1人死亡，死亡率超过30%。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
师杨明介绍，心脑血管疾病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主要危险因素有高血
压、血脂异常、糖尿病、长期抽烟等，环境变化以及不良习惯通常只是心脑血
管疾病发作的诱因，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患者长期“三高”的事实。

突发的急性心梗或脑梗有一些典型
的症状，比如急性脑梗会出现口眼歪斜、
言语不利、一侧肢体不能动等；急性心肌
梗死会出现胸骨后持续性压榨性疼痛，
患者往往伴有大汗、面色苍白等症状。
但是也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普通
人可能无法及时判断。

因此，建议大家一旦发现身边有人
出现突发的、可疑的心梗或脑梗症状，要

第一时间拨打 120 或者 999，并让患者
在一个安全、暖和的位置进行休息。

急性心梗和脑梗都有最佳的治疗时
间窗。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黄金治疗时
间是 12 小时，如果在发病 12 小时内进
行积极专业的治疗，如冠脉介入或溶栓
治疗，患者获益是最大的，预后能得到改
善，一旦延误，患者很可能付出生命代
价。

2 心梗、脑梗有可能出现哪些症状？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这种小忙不能帮，冒用他人
医保卡会被处罚！》文章之后，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针
对一些疑问，国家医保局进行了梳理回答。

爬楼梯有助长寿

医保卡里的钱
到底能不能给亲人买药？

国家医保局回应来了

心梗或脑梗是动脉粥样硬化在不同
器官的不同临床表现，患者以老年人为
主。心梗或脑梗与年龄密切相关。随
着年龄逐渐增加，动脉也会逐渐老化，
出现早期的斑块，斑块逐渐加重就会造
成动脉狭窄，导致心肌缺血或者脑缺
血，出现心绞痛、脑卒中等症状。心肌
梗死会造成大量心肌坏死，临床会出现
剧烈的胸痛、猝死、心衰等症状。

大脑是控制人体语言、活动的中枢
系统，一旦脑血管出现急性的血栓闭
塞，则会出现言语不利、一侧肢体偏瘫

等明显症状。
心脑血管疾病往往是突发的，没有

早期的症状。患者往往是因为平时对
“三高”和吸烟等危险因素没有进行很
好的控制，延误了治疗的时机，最终出
现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大家在平时就
应该注意血压、血脂、血糖的监测，一旦
出现明确的数值升高就应该积极进行
药物治疗，控制危险因素；否则，患者就
像在悬崖边上行走，有点“风吹草动”就
可能会让他们“坠入深渊”。

3 哪些人群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目前从临床上看，年纪比较轻的患
者突发心梗、脑梗的病例还是较为少
见。不过 99%以上的年轻患者其实都
存在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或肥胖、吸
烟等危险因素，很多人伴有熬夜、暴饮
暴食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所以提醒年轻人，平时注意保持健
康的生活、饮食习惯。年龄超过 40 岁
以后，每年要定期进行体检，一旦发现
血压、血脂、血糖的数据异常，及早干
预，才能够有效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
险。

4 心脑血管疾病为何呈年轻化趋势？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还是要
控制医学已经明确的心脑血管疾病的
危险因素，如血压、血脂、血糖异常以及
吸烟，这些都是可以自己监测并进行控
制的。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是我们没有办
法控制的：年龄和家族史。自然衰老是
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无法更改；同时，
我们也无法更改基因，如果父母出现

“三高”的症状，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加注
意监测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数据。

年龄超过 40 岁，或者平时饮食生
活习惯不健康，就更要重视血压、血脂、
血糖的监测。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规
范用药，维持正常的血压血脂血糖水
平，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有
效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据央视

5 如何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问：我医保卡里的钱可以给家
人用吗？

答：如果您说的职工医保卡里
的钱是指医保个人账户余额的话，
这是可以的。参加了职工医保后，
通过办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
共济”，个人账户是可以授权给已参
保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使用的，比如
用于支付合规医药费用中的个人自
付部分等。

问：如何办理“家庭共济”？
答：参保人（一般是共济人）可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地方
专区、当地医保部门微信公众号、官
方网站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
共济”功能模块，实现线上办理，具
体途径由各统筹区医保部门向社会
公开；操作智能设备困难的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也可以在线下医保大
厅办理。

问：只要是家庭成员就可以使
用“家庭共济”吗？

答：不是。只有办理了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的家庭成员才
能享受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政策。

职工医保参保人医保卡里的个
人账户基金是可以给父母、配偶、子
女使用的，但必须符合两个前提：一
是您的父母、配偶、子女也参加了基
本医保（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
二是您办理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
庭共济。同时需要注意：一是家庭共
济成员不包含配偶的父母；二是被共
济人不能享受共济人的医保报销待
遇，即您可以把个人账户里的钱给您
的父母使用，但是父母看病能报多少
还是要依据他们所参加的医保制度
来，参加职工医保的，享受职工医保
的相应待遇；参加居民医保的，享受
居民医保的相应待遇。

问：办理“家庭共济”后，就医购
药应该使用谁的医保卡？

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就医购
药都必须使用患者本人的医保卡。
家庭共济政策“共济”的是职工医保
参保人医保卡个人账户的钱，而非
医保卡本身。

医保遵循的原则是“本人参保，

本人享受待遇”。家庭共济后该原
则不变，参保人依然用自己的医保
卡看病就医，按规定享受本人的医
保待遇。

通俗地理解，钱可以共济，卡不
能共用。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误会。

问：不使用本人的医保卡就诊
会有什么后果？

答：不使用本人医保卡进行挂
号就医是“冒名就医”，轻则暂停医
疗费用联网结算，重则构成违法犯
罪。

所谓“冒名就医”就是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医保凭证，在定点
医药机构挂号就医并享受医保结算
待遇，以此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这
里面的“他人”，指的是非参保人本人
的其他任何人，就包括了未按要求办
理“家庭共济”的家庭成员。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参保人
员应当持本人医疗保障凭证就医、
购药，并主动出示接受查验”。第四
十一条也明确指出，“将本人的医疗
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造成
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责令退回；属
于参保人员的，暂停其医疗费用联
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使用他人
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造成
医疗基金损失的，还应当处以骗取
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如
涉及金额较大、情节严重，还会构成
诈骗罪。

问：家里的老人行动不便，子女
可以帮他们代买药吗？

答：可以。《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明
确规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委托他人
代为购药的，应当提供委托人和受
托人的身份证明。”

因此，在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
情况下，子女可以代为购药。但在
购药时需要使用服药者本人的医保
卡，并出示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
证明。

切记：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
钱可以共济，但任何人的医保卡都
不能共用！ 据央视

根据日前在 2024 年欧洲心脏
病预防协会年度大会（EAPC）上发
表的一项研究，爬楼梯与更长寿命
之间存在相关性。论文作者索菲·
帕多克博士表示，如果在走楼梯还
是坐电梯中选择，最好是选走楼梯，
因为这对心脏有好处。

研究表明，即使是短暂的身体
活动也会对健康产生有益影响，短
时间爬楼梯应该是一个可以融入日
常生活的、容易实现的活动。心血
管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体育
锻炼等活动来预防。然而，全世界
超过1/4的成年人没有达到推荐的
体力活动水平。爬楼梯是一种实用
且容易实现的体力活动形式，但往
往被忽视。这项研究调查了爬楼梯

作为一种体力活动形式，能否在降
低心血管疾病和过早死亡风险方面
发挥作用。研究人员收集了关于这
一主题的可用证据，进行了荟萃分
析。无论阶梯数量和攀爬速度如
何，都被纳入研究。最终分析共有9
项，涉及480479名参与者。研究人
群既包括健康参与者，也包括有心
脏病或外周动脉疾病的人。年龄从
35 岁到84 岁不等，53%的参与者是
女性。

与不爬楼梯相比，爬楼梯可使
因各种原因死亡的风险降低 24%，
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可能性降低
39%。爬楼梯还可以降低心脏病、
心力衰竭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 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