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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尿酸，别只关注嘌呤
因本报记者 袁一雪

《疯狂的尿酸：不止是

痛风》，[美] 戴维·珀尔马

特著，王家宁译，北京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23 年 10

月出版，定价 89元

《疯狂的尿酸：不止是痛风》一书是

美国作家戴维·珀尔马特继《谷物大脑》

《菌群大脑：肠道微生物影响大脑和身心

健康的惊人真相》后的又一部科普力作。

在美国一经上市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

销榜，而在国内，这本书同样收获了“实

用”“好懂”“科学”等评价。

关注尿酸与痛风的人越来越多，

这与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年轻化以及

患者数量上升密不可分。《2021 中国

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显示，目

前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

13.3%，患病人数约为 1.77 亿，其中

18～35 岁的年轻患者占比近 60%。

据预测，全球患者在 2030 年将达

14.2 亿人，我国则会达到 2.4 亿人。

重新认识尿酸

为什么患者人数在不断增加且趋于

年轻化？尿酸只与痛风相关吗？其实，对

于第二个问题，本书的副标题就给出了

答案———不止是痛风。为了解释这个答

案，作者用了一半的篇幅、6章内容写了

第一部分《重新认识尿酸》，引用了近

240篇论文。

该书的策划编辑、北京科学技术出

版社编辑宋晶对第一部分内容印象深

刻。“这部分重在理论讲解，主要包括高

尿酸的危害和影响尿酸水平的因素两个

方面。如果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降尿酸，

不只需要控嘌呤；降尿酸，不只可以防痛

风’。前半句说的是尿酸防控思路，后半

句说的是人体健康干预方法。”

作者根据来自美国、日本、土耳其等

国家的多项研究数据，揭示尿酸与高血

压、非酒精性脂肪肝、糖尿病、代谢综合

征等都存在关联，甚至脂肪和心脏疾病

及癌症的共同基础问题———炎症，也与

尿酸息息相关。

既然尿酸与如此多的代谢疾病

有关，那么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何没

能规避掉这一风险因素？作者从一副

霸王龙骨骼中发现的痛风入手，进而

分析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保证

糖和盐的摄入，破坏了制造尿酸氧化

酶所需的基因这一过程。但在不缺糖

和盐的现代社会，缺失的尿酸氧化酶

导致人体无法将尿酸转化为其他容

易被肾脏排出的物质。

控制尿酸是综合工程

一般来说，高尿酸人群都在关注嘌

呤摄入量，但单单控嘌呤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更多因素需要被重视，比如果糖。

书中写到，现代大量科学证据表明，果糖

会通过其在肝脏中的代谢行为，悄无声

息地对人体产生影响。它独特的新陈代

谢方式，最终会导致尿酸水平升高，造成

一系列不良后果———能量消耗、脂肪堆

积和胰岛素系统受损等。所有这些最终

会引发全身炎症和氧化应激，对人体造

成二次伤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金锋

为此书作序时写道：“近代研究发现尿酸

水平升高更多地与当今人们大量消费果

汁饮料有关，同时也与肠道不健康的微

生物种群有关。”

早在 2008 年金锋就开始关注痛

风问题，发现啤酒、豆腐、海鲜并非痛

风的元凶，肠道菌群紊乱更能导致高

尿酸。同时，为减肥而无限制地暴食

水果蔬菜，或者长期饮用甜饮料，都

会导致尿酸数值居高不下。因为肠道

微生物在高果糖、高蔗糖及甜味剂下

会有更多的失衡状态发生，这就造成

血糖、尿酸和肌酐值不稳定。

当然，对于尿酸的影响来自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所以干预的办法也涉及多

方面。因此本书的第二部分《再见，高尿

酸！》就从多维度讲述了控制尿酸数值

的办法。

为了更具有操作性，作者用了三章，

即《第 1周：以食降尿酸》《第 2周：调整

生活习惯》《第 3周：把握机遇》，将控制

尿酸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可操作的方法，

甚至制作出一周食谱的列表，方便读者

按图索骥。

正像金锋在“序言”中写的，这本书

告诉你的远超医生的建议和药房开的药

物，以及养生专家提供的令人沮丧的禁

食名单。它不是用严苛的条款束缚你，

而是引导你调整饮食、好好健身、改善睡

眠，更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抗击高尿酸血

症的健康之旅。

“这本书是作者汇集近年来的前沿

研究成果写作而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控尿酸思路，以及全新的健康干

预思路。”宋晶表示，新的理念和前沿内

容对科普书而言同样很重要。

春来眼痒有原因，医生提醒防过敏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盛开，是人们踏

青赏花的日子，然而，不少人踏青赏花归来

却出现眼睛发痒、发红等不适症状。还有

一部分人，即使待在家里不外出，只要春天

一来，也会出现上述症状。

为什么这些人一到春天眼睛就

会发痒？又该如何防治呢？对此，解放

军总医院眼科医学部主任医师陶海

表示，“这些人多数是患了过敏性结

膜炎。”

陶海介绍，过敏性结膜炎是一种眼

科常见病。其特点为春夏季发病，秋冬季

症状好转或消失，季节性强。引起过敏的

物质可能有花粉、尘螨、灰尘、动物皮屑

等，许多患者尤其对植物花粉易产生过

敏反应。而且患者家族中常有同样或其

他的过敏反应性疾病的人。

“该病多见于儿童及青少年，双

眼发病。”陶海表示，这种病人的上眼

皮内层有一层粉红色、形状不规则的

扁平突起，外观像铺路石一样。主要

症状是眼睛发痒、眼白充血发红、流

泪及黏液性乳白色分泌物。“也有病

人常年有症状，但是春夏季为高峰

期，其他季节症状减轻。该病随着季

节变化可自行缓解或消失，反复发作

数年后，也会有减轻或消退趋势。”

在治疗方面，陶海指出，首先要

尽量明确过敏物质，而后避免接触，

再配合药物治疗，效果一般较好。但

有些患者难以确定过敏物质，而医生

对这种病的治疗只局限于缓解症状，

减轻患者痛苦，因此治疗效果通常不

太令人满意。

此外，陶海介绍了目前治疗过敏性

结膜炎的眼药分类及代表药物。一是

抗组胺类眼药水，如富马酸依美斯汀

滴眼液等；二是肥大细胞稳定剂类眼药

水，如色苷酸钠、吡嘧司特钾等滴眼

液；三是双效药物眼药水，如奥洛他定

滴眼液等；四是非甾体抗炎药眼药水，

如米双氯芬酸滴眼液等；五是糖皮质激

素类眼药水，如醋酸可的松、地塞米松

等滴眼液。

“需要注意的是，皮质类固醇类药

物如醋酸可的松滴眼液、地塞米松滴眼

液，可在短期内有效控制过敏症状，但

不能长期大量使用，因其可能会引起眼

压升高，继发青光眼、白内障和视神经

损害等。”陶海提醒。

对于症状特别严重、经治疗仍多年

不愈的病人，陶海建议考虑易地疗法。

“也就是从原先住的地区迁移到另外一

个较远的地区居住和工作，由于脱离了

原居住地的过敏原，可能会收到较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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