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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8

有人说，癌症在夏季

更容易复发转移。其实，大

可不必恐慌。任何时候，只

要做好科学防癌的三道

“四则运算”，就能减少不

必要的困扰。

（精准治疗+临床试

药）÷底线=诊疗攻略

随着精准医学理念的

发展，现在肿瘤的治疗更

精确、更低毒，疗效更好，

比如分子靶向治疗等。此

外，有些晚期恶性癌症，可

以尝试新药临床试验，不

仅使患者得到免费治疗的

机会，也可能从新疗法中

得到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治

疗或比常规治疗更先进的

治疗。目前新药临床研究

国内外几乎同步，但患者

切记要到有资质的正规医

院开展新药临床试验。

此外，抗癌还要讲“底

线”。过度治疗往往得不偿

失；高难度手术或新技术滥

用，对病人几乎没有什么好

处，甚至可能导致“瘤去人

亡”的后果。在提倡“带瘤生

存”的今天，更注重的是治

疗能让患者活多久，生活

质量好不好，以提高患者

生活舒适度为底线。

（精准筛查-海外就

医）×理财=防患攻略

预防癌症要重视体

检。不要等到很难受了再去

医院检查，宜定期进行个体

化的精准防癌筛查。有癌症

家族史的人，在 40 岁后最

好做精准防癌筛查。现阶

段，基因检测能帮助筛查是

否携带癌症易感基因等。

不必迷信出国治癌。

在新药研发方面，我国与

欧美发达国家的确有差

距，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我

国常见癌症的治疗水平并

不逊色于国外。国内许多

大医院的专家临床经验丰

富，经手的病例更多，对于

有些癌的诊疗水平高于发

达国家。国务院宣布进口

抗癌药零关税后，国内诊

疗的优势更明显。在确诊

癌症后，手术和放化疗的

高昂费用，令很多家庭因

病致贫。肿瘤医生和家属

要懂得为患者“当家”，使

患者有经济条件持续治

疗，长期“带瘤生存”。

（科学生活-神药秘

方）×规矩=健康攻略

国家癌症中心2019年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

国年度恶性肿瘤发病约

392.9万人，平均每天超过

1 万人被确诊为癌症。近

10 多年来，恶性肿瘤发病

率每年保持约 3.9%的增

幅。

无规矩不成方圆，防

癌更要讲“规矩”。癌症是

生活方式病，每个人都要

根据不同的体质、性别、年

龄等因素，用生活讲“规

矩”来改良“癌症概率”。平

时粗茶淡饭，做好荤素搭

配，多饮水，多吃新鲜蔬

果，不抽烟，少喝酒，还要

多吃“杂食”，比如北方人

多吃南方菜、南方人多吃

北方菜；尽量少外出就餐，

多在自家吃饭，同时讲究

“细嚼慢咽”。工作劳逸结

合，保证睡眠时间，适度运

动。平时多清理“情绪垃

圾”，善于自我安慰，自我

解脱。患者切勿轻信某些

号称能治癌的虚假的补品

广告，不要盲目地把生命

押在所谓的“神芝”“神医”

“祖传秘方”上。癌症患者

服用补品或营养剂，最好

请教医生后再用，因为有

些补品功效有待验证，且

效果也因人而异。

（据《快乐老人报》）

视神经萎缩无法逆转

人上了年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70 岁的张大爷

去年 9 月初左眼突然看不见了，他去医院就诊，医

生详细了解了张大爷的身体健康情况，原来他患糖

尿病已有十年，眼底一直不好。经诊断，其左眼视神

经已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就像我们老了，头发变

白，无法逆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是糖友的常见

并发症，建议糖友每年都要来看看眼科大夫，及早

治疗。

除了糖尿病，心脏病和类风湿也易诱发眼底病。

房颤等会造成血栓，引起血管堵塞，从而诱发眼底病。

类风湿是一种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会引

起角膜和结膜干燥不适，不少患者还会合并葡萄膜

炎，所以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如果有眼睛不适，要警

惕。 （据《北京晚报》）

天气炎热，50 岁的张

先生吃了一根棒冰，两小时

后突发心前区剧烈闷痛，于

是到医院急诊科就诊。心电

图检查提示急性ST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医生紧急手术

开通血管，手术中发现前降

支近段完全闭塞，于是进行

前降支血栓抽吸，并植入支

架。

张先生说，自己并没有

“三高”病史，没想到医生说

诱发心梗的是一根小小的

棒冰。

突然的冷刺激不仅会造

成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

甚至会导致冠状动脉严重痉

挛、斑块破裂、血栓形成，造

成急性心梗，危及生命。

据统计，约30%的急性

心梗患者发作前会出现消

化道症状，表现为腹胀、腹

痛、腹泻、恶心、呕吐，极易

被误诊为急性肠胃炎或消

化不良，从而耽误心梗抢救

的黄金时期。为什么明明是

心肌梗塞，患者却表现出肠

胃炎的症状？

这是因为心脏本身是

没有感觉的，所谓的“心

痛”，其实是由于支配心脏

的神经将疼痛传到大脑，大

脑再传到脊柱，进而传递到

胸部、背部、肩部等。在这个

过程中，疼痛通过与支配心

脏神经平行的其他神经传

递给患者，如果碰到的这根

神经恰巧是支配肠胃的，就

会表现为腹痛。

心梗的典型症状一般

为胸痛，急性心梗通过胸痛

表现出来的占70%左右。如

果剧烈胸痛持续半个小时，

一定要抓紧去医院就诊。

急性心梗通过身体其

他部位疼痛表现出来的占

30%左右，其中又以消化道

症状居多。其他症状还有出

汗、牙痛、头痛、咽喉痛、上

肢或后背疼痛，有的还会表

现为咽喉疼痛不适甚至恶

心、呕吐等。

目前不典型心梗的发

生比例大大增加。由于不典

型心梗临床表现不突出，容

易和其他疾病混淆，因而常

常会被患者及其家属忽略，

导致误诊甚至失去抢救时

机。比如，有糖尿病、冠心病

等基础病的患者以及肥胖

人群和老年人，出现上腹疼

痛、牙痛以及原因不明的不

适时，要想到急性心梗的可

能，及时到正规医院做心电

图等相关检查，以免错过最

佳的抢救时机。

需要提醒的是，心梗发

作时，如果自己还有意识并

有活动能力，无论在做什

么，都要及时停下来就医，

最好拨打120急救电话。电

话中要清楚地告诉接线员

你的具体地址和病情表述。

如果身边有家人朋友在，

那就把这一切交给他们去

做，你要做的就是平躺或

坐下，不要随意走动，等待

救援。（据《大河健康报》）

饮食多样性补钙效率高

在很多人心目中，补钙只需喝牛奶、吃钙片就行。

其实，坚持平衡膳食，保证食物多样化，才能获得充足

的钙。除了奶制品，豆制品、海带也是高钙食品，可与

肉类同煮或煮熟后凉拌食用，荠菜、小白菜、油菜、茴

香、芹菜叶等含钙量都很高，可以每天食用。芝麻酱含

钙量也很高，稀饭、凉拌菜都可以加芝麻酱。补钙时，

也可进食一些含镁较多的食物，如坚果、豆类，以帮助

钙沉积在骨骼上。

需要提醒的是，在补钙的同时，如果摄入过多富

含植酸、草酸、鞣酸的食物，如进食大量菠菜、茭白、竹

笋等食物，这些食物中的成分都会与钙结合生成不溶

性钙盐或皂钙，就会导致钙吸收减少。此外，长期大量

饮酒或经常喝浓茶和浓咖啡，也相对更容易缺钙。

（据《今晚报》）

颈部结节是大家经常

遇到的情况，颈部淋巴结

发炎也是临床常见病。但

颈部结节有时也可能是其

他情况。

颈部分布着大量淋巴

结，以颌下及颈侧区尤多。

对于这些正常淋巴结没必

要担心。如果颈部淋巴结

肿大且疼痛，多数是淋巴

结发炎，此时应选择抗炎

治疗。颈部淋巴结核也会

导致淋巴结肿大，且多为

串珠样，需要抗结核治疗。

颈部结节要引起重视的就

是恶性肿瘤。一种是结节

本身就是肿瘤，如腮腺肿

瘤、颌下腺肿瘤等。还有一

种是其他部位肿瘤转移至

颈部淋巴结，如甲状腺癌、

鼻咽癌。（据《金陵晚报》）

输液后
观察半小时
再离开

陆军军医大学

新桥医院医学博士

刘波在急诊工作多

年 ，经 常 会 遇 见 从

基层医院或诊所因

青霉素过敏导致心

跳呼吸骤停转过来

抢 救 的 患 者 。有 的

患 者 很 疑 惑 ，之 前

都 做 了 皮 试 ，为 什

么还会产生过敏反

应？

青霉素的过敏

反应分为速发型与

迟 发 型 两 种 ，速 发

型 占 绝 大 多 数 ，迟

发型过敏反应虽然

大部分不超过几小

时 ，但 几 天 后 甚 至

十几天后发生的情

况也存在。因此，建

议 注 射 青 霉 素 后

15～30 分钟内留在

输 液 室 观 察 ，以 便

发 现 异 常 及 时 处

理 。就 算 皮 试 呈 阴

性 ，回 到 家 中 仍 要

继 续 进 行 自 身 观

察 ，密 切 留 意 输 液

后是否出现皮肤瘙

痒、荨麻疹、呼吸困

难 、面 部 麻 木 、恶

心、呕吐等症状，一

旦 有 部 分 征 兆 出

现 ，就 应 高 度 怀 疑

为青霉素迟发型过

敏 反 应 ，第 一 时 间

赶 紧 前 往 医 院 救

治。

（据《快乐老人报》）

有一个“防癌攻略”，了解一下！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夏季要远离“冷刺激”

颈部结节多是淋巴结发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