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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中国已
成为心脏瓣膜病高发国家。近年来，
心脏瓣膜病的微创介入治疗发展迅
猛，相关新技术不断涌现，为心脏瓣
膜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选择，也
为更多无法接受外科手术的患者带
来了新的希望。

每年的五六月都是体检季，不少
老年人在体检中查出心脏瓣膜反流
等心脏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中国已
成为心脏瓣膜病高发国家。《中国心
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中国心
脏瓣膜病患病率约为 3.8%，即约有
2500万人患病，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
健康。

严重时会导致心律失常、心力衰
竭

心脏就像一个房子，它分为两个
心房两个心室，分别叫左心房、右心
房、左心室和右心室。心脏也被称为

“人体发动机”，它就像泵一样，血液
从外周静脉回流入右心房，进入右心
室，然后被心脏泵出，通过肺部循环
后变成充满氧气的血液，再通过肺静
脉回流到左心房，并经左心房进入左
心室，最终再从左心室泵出去，流向
主动脉及其分支，给各个重要的脏器
供血、供氧。

“瓣膜就像心脏上的阀门，正常
人体心脏中主要有4个瓣膜，二尖瓣、
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国家
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主任医师
闫朝武介绍，这些瓣膜都是“单向阀
门”，是调节心脏血流方向的重要结
构，确保心腔内血液单向流动，从而
保证全身供血，维持正常功能。

“心脏瓣膜病种类繁多，病因复
杂，主要包括先天性瓣膜病和后天获
得性瓣膜病两大类。”泰达国际心血

管病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峰
介绍。

在心脏搏动过程中，瓣膜必须规
律地不断打开—关闭以维持正常功
能。心肌舒张时，出口（主动脉瓣和
肺动脉瓣）关闭而入口（二尖瓣和三
尖瓣）打开，以提供血液储备；心肌收
缩时，入口关闭同时出口打开，将血
液输送至全身。

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心脏瓣膜
也会出问题。后天获得性心脏瓣膜
病就是由风湿热、黏液变性、退行性
改变、先天性畸形、缺血性坏死、感
染或创伤等引起的心脏瓣膜狭窄或
关闭不全，导致心脏结构和功能改
变，最终造成心力衰竭、心律失常
等。

心脏瓣膜出了毛病，会导致心
脏血流动力学出现显著变化，因此
会出现一系列症状。“心脏瓣膜病的
症状与累及瓣膜和病变程度有关，
在瓣膜病变早期可无临床症状，当
出现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或发生血
栓栓塞事件时出现相应的临床症
状。”闫朝武介绍，常见的症状包括
呼吸困难、疲乏无力、心绞痛、晕厥、
下肢水肿等。

新技术让瓣膜病治疗有了更多
选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后天获
得性瓣膜病的主要病因也出现了巨
大变化。在发展中国家，风湿性心
脏病是造成心脏瓣膜病的主要原
因。

而在发达国家，老年退行性病
变逐渐成为引发心脏瓣膜病的主要
原因。美国 75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
瓣膜病的发生率约 13%。“随着我国
卫生条件的改善，风湿性心脏瓣膜
病的发病率在下降。

而 随 着 人 口 寿 命 的 延 长 ，瓣
膜 也 会 老 化 ，由 心 脑 血 管 慢 性 疾
病 、主 动 脉 瓣 钙 化 和 退 化 引 起 的
老 年 性 瓣 膜 病 逐 年 增 长 。”张 峰
说。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显示，我国居民心脏瓣膜病变的风险
从60岁左右开始升高，在75岁以上人
群中每8位就有一位患有中重度瓣膜
疾病。

超声心动图检查是临床诊断心
脏瓣膜病的主要方法，CT 血管造影
（CTA）和 心 血 管 磁 共 振 成 像
（CMR）是评估心脏瓣膜病的重要
补充方法。

“体检中发现的心脏瓣膜关闭不
全导致的微量或少量反流，对心脏结
构和功能影响不大，一般也没有什么
症状，不用过于担心。”张峰建议，当
在随访中发现心脏瓣膜的反流从轻
度逐渐向中重度进行演变时，就需要
及时进行干预。

“目前，心脏瓣膜病的治疗方法
主要包括内科药物治疗、外科手术治
疗以及微创介入治疗。”闫朝武介绍，
近年来，心脏瓣膜病的微创介入治疗
发展迅猛，相关新技术不断涌现，为
心脏瓣膜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
选择，也为更多无法接受外科手术的
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心脏瓣膜病的手术治疗从技术
上主要分为两大类，即瓣膜置换和
瓣膜修复。目前，经导管主动脉瓣
置换术（TAVR）和经导管二尖瓣缘
对缘修复术等微创介入治疗已逐步
发展成熟，在临床获得推广普及并
惠及广大患者，尤其是高龄高危患
者。

张峰解释，老年患者一般合并多
种慢性疾病，肾脏功能、肺功能不好
的老年人开胸手术不耐受。而微创
介入治疗创伤小、精准、恢复快，使更
多老年人可以得到有效救治。除了
手术技巧不断发展外，输送人工瓣膜
到心脏特定部位所使用的输送工具，
以及人工瓣膜的材料性能也在不断
迭代升级。

“瓣膜产品分为机械瓣和生物
瓣。机械瓣的使用寿命较长，但是
使用机械瓣的患者要终身服用抗凝

药。生物瓣是指应用生物组织材
料，如牛心包瓣或猪主动脉瓣经过
加工处理制成人工心脏瓣膜，植入
后人体无需长期抗凝，但使用寿命
较机械瓣要短。

近年来科学家对牛心包瓣进行
全封闭抗钙化处理、干式储存，大
大提高了其性能。”张峰认为，人工
瓣膜正不断朝着耐用、耐老化、提
升关闭性能、抗血栓等方面升级换
代。

远离危险因素可延长瓣膜寿命
随着人口老龄化，退行性病变

（老化）是造成老年心脏瓣膜病的常
见原因，主要累及主动脉瓣和二尖
瓣。其中，退行性主动脉瓣狭窄在65
岁以上老年人中发生率高达 2%—
7%。

“虽然老年瓣膜退行性病变的
机理复杂，但钙质沉积是造成瓣膜
病变的主要原因。”闫朝武提醒，高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吸烟等是重
要的危险因素，因此健康的生活和
危险因素的控制都有利于延长瓣膜
寿命。

此外，要注意合理的饮食。心脏
瓣膜病比较容易引起心衰水肿，因此
在生活中必须要严格控制钠盐的摄
入来防止水肿，避免增加心脏的负
担，少吃高脂肪的食物以及刺激辛辣
的食物。

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劳逸结
合。“适当的运动和体力劳动可以很
好地增加心脏的代偿能力，没有出现
呼吸困难症状的心脏瓣膜病患者可
以正常工作与生活，但是要避免超负
荷的重体力劳动。劳逸结合可以很
好地减轻心脏负担，是防治心脏瓣膜
病的关键措施。”张峰建议。

心脏瓣膜病患者要注意保持居
住环境整洁干净，防止细菌感染。当
链球菌感染引发扁桃体炎、咽炎等
时，应该积极彻底治疗，避免风湿热
的发作，风湿热反复发作会加重对心
脏瓣膜的损害（来源：人民网）

心脏“阀门”坏了，不用开胸就能修
陈 曦

卫生与健康

婚前男方母亲全资买下婚房，婚后
登记时男方加上了女方名字。离婚时，
女方要求房产均分。法院审理认为，房
子登记在二人名下，系夫妻共同财产，
但女方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行为，遂
判决房子归男方所有，男方支付女方房
屋价值25%的补偿。

离婚纠纷中，涉及财产分割尤其是
房产分割的案件已不鲜见。婚前买房
婚后加名，离婚时房产应如何分割？

婚前买房，离婚时房产如何分割？
婚前买房，可从房屋出资来源角度分
为：一方全额出资、双方全额出资、父母
出资等情形。

1、一方全额出资
（1）登记结婚前，一方全额出资，房

屋登记在出资方名下，一般认定为出资
方个人财产。

（2）登记结婚前，一方全额出资，房
屋登记在双方名下，若登记结婚，一般
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若未登记结婚，
房屋登记行为可视为出资方对对方的
附条件的赠与。对于婚前个人出资买
房、婚后加另一半名字的情形，加名并
不意味着产权就可以对半分，真正影响
房产份额分割的因素，双方应在诉讼中
积极举证。特别是婚后加名的一方，对
房屋财产所做的贡献（例如婚后共同装
修房屋或偿还房屋贷款的数额）、双方
结婚时间长短等才是应当重点考虑的
问题。

（3）登记结婚前，一方全额出资，房
屋登记在对方名下，多数情况下，该情
形是以结婚为目的，若双方办理了结
婚，则一般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
婚时，法院可能会考虑出资一方全额出
资的情况，酌情对出资方多分；若双方
未登记结婚，房屋登记行为可视为附条
件的赠与，条件是双方登记结婚，既然
未登记结婚，则所附条件未成就，登记
方应返还房产或购房款，就返还份额问
题，部分法院会考虑双方同居时间、对
房屋贡献情况、子女生育情况、未结婚
原因等，酌情确定返还份额。

2、双方全额出资
（1）登记结婚前，房屋登记在双方

名下，若登记结婚，一般认定为夫妻共
同财产；若未登记结婚，起诉要求分割
该房屋，通常是按照房产证上登记的份
额予以分割，若未区分份额，通常是参
照双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割。

（2）登记结婚前，房屋由双方出
资登记在一方名下，实践中结合具体
情况，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构
成借贷关系；二是认为构成赠与关
系；三是认为双方按照各自的出资比
例共有房产。结合不同的案件情况
予以区分。

3、父母出资
（1）登记结婚前，房屋由一方父母

全额出资，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该出
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
属于自己子女的个人财产，但父母明确

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2）登记结婚前，房屋由一方父母

支付首付款，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婚
后由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离婚时，该房
屋由双方协商处理，不能达成一致的，
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登记一方，婚
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的款项及其相对
应财产增值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3）登记结婚前，房屋由一方父母
支付首付款，登记在双方子女或另一方
子女名下，婚后由夫妻双方共同还贷
的，可以推定“父母有赠与双方的意
思”，应认定为共同共有。

（4）登记结婚前，双方父母全额出
资购买房屋，无论所有权是登记在一方
还是双方名下，均应视为对自己子女的
赠与，该不动产可以认定为双方按照各
自父母出资份额按份共有。

（5）登记结婚前，双方父母共同出
资支付首付款，婚后由夫妻双方共同还
贷，无论所有权是登记在一方还是双方
名下，父母婚前出资的部分都应视为对
自己子女的赠与，婚后由夫妻双方共同
还贷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
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对于该情形，
由于既包含婚前“父母对自己子女的赠
与”部分，又包含婚后“夫妻共有”部分，
因而法院在酌情确定夫妻各自享有的
房屋份额时，理应考虑婚前父母出资的
比例。

婚后买房，离婚时房产如何分割？
婚后买房，也可从房屋出资来源角

度分为：一方全额出资、夫妻双方出资、
父母出资等情形。

1、一方全额出资
结婚登记后，一方以婚前资产全额

出资，且登记在出资方名下时，房屋属
于该出资方个人财产。

2、夫妻双方出资
结婚登记后，夫妻双方出资，无论

房屋登记在夫妻一方还是双方名下，原
则上，该房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3、父母出资
登记结婚后，一方父母全额出资，

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或双方名下或另
一方子女名下，可以推定“父母有赠与
双方的意思”，应认定该房产为夫妻共
同共有，另有约定除外。

一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房
产如何分割？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
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
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
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
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
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
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
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
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
决。因此，综合考虑购房出资、婚姻存
续时间、离婚原因、女方存在转移夫妻
共同财产的行为等因素确定女方获得
相应的房屋价值补偿。（来源:法治日
报）

婚前买房婚后加名，离婚怎么分？
离 婚 房 产 分 割 问 题 全 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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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

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国共产
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
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
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

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
具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从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人民观点

在浙江台州葭沚老街，体验纸伞
制作、制茶、翻簧竹雕、彩石镶嵌等技
艺成为热门文旅项目，众多游客慕名
而来。将米粒大的陶泥放到微型拉
坯机上，用指尖捏出花瓶的形状，再
用竹签、镊子精雕细琢，景德镇陶艺
师傅王文化创作微型陶艺作品的视
频走红海外，累计播放量超过 1 亿。

《只此青绿》以《千里江山图》为蓝本，
用舞蹈“绘”名画，让观众沉浸在中华
文化特有的意韵中。今天，文化创造
与文化自信相互激荡，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独特魅力，展
现出蓬勃生机。

文化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
意义，深刻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
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
有力体现”。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
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国共

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
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
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独立
自主走自己的路、信心百倍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意气风发、豪
情满怀。

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植根于源远
流长的文化沃土。朱熹园里，习近平
总书记感慨“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
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在岳麓书
院，习近平总书记凝望“实事求是”匾
额，指出“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考
察“一馆一院”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
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
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以护文明之火种、传永
续之文脉的崇高使命感，全方位、多
角度阐释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
理念、突出特性，展示了对待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作
用的深刻认识，以对文化的精神特质
和历史传承的正确把握，以对文化复
兴和文明进步的不懈追求，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创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
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一重
要思想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
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

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
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无愧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优秀典
范，无愧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
代精华，无愧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
依托。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
引领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有其主
体性。回望近代以后，国家蒙辱、人
民蒙难、文明蒙尘；百余年非凡历程
中，中国共产党人点燃精神的火种、
重焕文明的辉光，使历史中国的深厚
底蕴与现实中国的崭新气象相融通，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深沉的文化自
信、勇毅的文化担当，激活中华文化
的“一池春水”，把中华文化发展推向
新阶段。这一文化主体性，是在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在
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
基础上，通过“两个结合”建立起来
的。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具有
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从中华民族
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才能实现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坚定“走自己的路”的
信心和自觉，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
国力量、升腾中国气象。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
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新
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是巩
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要坚定
文化自信，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
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
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
论。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
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
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从历史走向未来，从
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不断
巩固文化主体性，就一定能够创造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好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今
天的中华文化，正展现出更旺盛的生
命力、更强大的感召力。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把握时代特征、因应时代变化，
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
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我们一定能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
新辉煌。

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⑥

（上接第一版）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在金融管理
体制、科技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
方面对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作了比较
合理的设计和安排。这些调整是在分
析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基
础上提出的解决方案。各地区各部门
要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
确保机构改革方案贯彻落实不打折、
不变形、不走样，特别是要严格依据机

构改革方案制定和执行部门“三定”规
定。

文章指出，搞好机构改革组织实
施工作至关重要。要继续运用好坚持
党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不立
不破先立后破、坚持推动机构职能优
化协同高效、坚持中央和地方一盘棋、
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全过程等宝贵经
验，有组织、有步骤、有纪律推进机构

改革组织实施工作。一要加大统的力
度。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牵头抓总、加
强统筹协调，设立协调机制。

二要坚持稳的基调。这次机构改
革涉及部门较多、触及的问题较深，要
谋定而后动。中央和地方机构改革在
工作部署和组织实施上要有机衔接、
有序推进。

三要做好人的工作。要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正
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和个人进退留
转，积极支持改革，自觉服从组织安
排。

四要执行严的纪律。涉及机构变
动、职责调整的部门，要自觉服从大
局，确保机构、职责、人员等按要求及
时调整到位。五要做到于法有据。坚
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机构改革，立法
机构要统筹做好相关立改废释工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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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五条

在列车内，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危
害旅客人身、财产安全的，铁路职工有权制
止，铁路公安人员可以予以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