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IYAO WEISHENG BAO2 综合新闻 2021年4月17日 星期六

责编 刘静娜 美编 刘静娜

4月10日，在焦作市人民医院举办的义诊现场，医务人员给
一位市民检查鼻腔。当天，该院组织耳鼻喉科、呼吸内科、儿科
等科室开展义诊活动，进行鼻腔及气道常识宣传普及，呼吁市
民增强体质，加强锻炼，出门佩戴口罩，保持鼻腔清洁，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 王正勋 王中贺 刘 畅/摄

在医学上，炎症是指机
体对组织细胞损伤的反应，
癌症指恶性肿瘤。从表面上
看，两者好像没有太大的关
系。很多人觉得，炎症只是
小毛病，不会造成严重后
果；但也有人觉得，炎症导致
的细胞损伤是细胞癌变的危
险因素，如果炎症控制不住，
最终可能会导致癌症。

河南省肿瘤医院专家表
示，如果身体长期处于“发
炎”状态，可能会诱发包括癌
症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疾病。
有研究表明，约1/5的癌症患
者遭受长期慢性炎症刺激，
4/5 的癌症患者找不到慢性
炎症背景，但其癌症组织内
有炎细胞浸润。
肠胃炎离胃癌肠癌有多远？

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
任庄競说，结直肠黏膜慢性
炎症可引起黏膜隆起样病
变，这种病变被称为结直肠
息肉或腺瘤。在外界因素作
用下，息肉或腺瘤可能会导
致细胞发生突变，形成癌变
（结直肠癌）。

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
任医师李剑说，大多数胃癌
的发展遵循如下规律：非萎
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
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
癌。其中，非萎缩性胃炎会
慢慢发展为慢性萎缩性胃
炎。当胃炎反复发生，胃黏
膜反复受损又修复，胃里会
长出本该在肠道才有的细
胞，出现肠上皮化生、异型增
生。逐渐发展累积，慢慢胃
癌就来了。

庄競说，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
肉等疾病的人是胃癌高发人群之一。长期患有溃
疡性结肠炎的患者是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之一。

肝炎离肝癌有多远？
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马超说，

肝炎转变为肝癌的概率约0.3%。乙肝病毒和（或）
丙肝病毒感染、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患者是肝癌
的高危人群。慢性肝炎患者要尽早接受抗病毒治
疗，以控制肝炎病毒的复制。

马超认为，80%的胰腺癌患者有胰腺炎病
史。一般来说，急性胰腺炎反复出现，不好好治
疗，很容易发展成慢性胰腺炎，增加胰腺癌变风
险。合理饮食对预防胰腺炎非常重要，酗酒和暴
饮暴食是导致胰腺炎症的“凶手”。

宫颈炎和乳腺炎离癌症有多远
省肿瘤医院妇科主任医师王莉说，并不是所

有的宫颈炎都会癌变，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导致的宫颈炎症，如果不治疗，8年~10年有可能
发展为宫颈癌。

同样，并不是所有的乳房疾病都能和乳腺癌
扯上关系。一般来说，非增生性病变与乳腺癌的
发生并没有很大关系，比如有些乳腺囊肿、乳腺
炎、乳头排液等。虽然乳腺炎常见于女性生育后
的哺乳期，但非哺乳期也会出现乳腺炎，不及时治
疗很容易伤害乳房，增加癌变概率。

鼻咽炎、鼻窦炎离鼻咽癌有多远？
省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吴慧说，目前，医

学界还没有任何研究表明鼻炎会导致鼻癌。不
过，也不排除急性鼻炎引发急性鼻窦炎症，甚至反
反复复转化为慢性鼻窦炎症。

有些慢性咽炎患者担心反复发作会引发癌
症。其实不必担心，慢性咽炎进展为癌症的可能
性极小。不过，有些肿瘤的早期症状和慢性咽炎
相似，比如鼻咽、口咽等下咽癌，这点要小心。

据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杨铁军介
绍，前列腺炎毫无
疑问是成年男性的
常见疾病，不过距
离癌变还很远。虽
然慢性炎症长期刺
激有可能转变成癌
症，但也有研究数
据表明，未发现慢
性前列腺炎患者中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
高于普通人群。

本报讯（记者丁 玲 通讯员姜
伟）4 月 15 日上午，由郑州市卫生健
康委、郑州市抗癌协会主办，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郑州市肿瘤医院）承
办的第27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郑
州站活动启动仪式及郑州市肿瘤防
治行动座谈会举行。会议采取线下
座谈与线上直播的方式同步进行，近
7万人在线观看直播，参与互动。

此次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旨在
广泛倡导发挥家庭在防癌抗癌中的
重要作用，推动以家庭为单位，成员
之间相互支持，共同践行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切实降低癌症带来的家庭
负担和社会危害。

近年来，郑州市坚持把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两癌”
（宫颈癌、乳腺癌）筛查、肺癌的早期
筛查等项目列为重点民生实事，有效
减少癌症的发生、改善癌症患者的生
存质量。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自承担“国
家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以来，共
完成高危人群临床筛查16348例，其
中肺癌5001例、乳腺癌3173例、肝癌
3872例、上消化道癌2726例、下消化

道癌 1576 例；确诊癌症及阳性发现
共计 2238 例，完成癌症高危人群随
访12104人次。

当日，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肿瘤
学科、泌尿肿瘤、妇科肿瘤、血液肿瘤
等专科的29名专家，为患者提供了“一
站式”义诊服务。该院还针对肿瘤患
者推出门诊免挂号费，肿瘤标志物检
验、CT、核磁共振、肺功能、肝肾功能等
检查7折优惠，住院患者补助1000元
等优惠政策。同时，该院携手全国知
名专家李兰娟、郑树森院士及其团队
为肿瘤患者开展远程会诊服务。

没有姣好的面容，没有婀娜的
身姿，但他们跳起舞时自信的笑容
却感染了广场上的观众。4 月 15
日，在河南省抗癌协会举办的第 27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现场，
郑州市肿瘤康复协会风雨彩虹艺术
团的病友们用他们的舞蹈告诉大

家：得了癌症，也可以拥有积极向上
的生活。

一位专程来现场找专家看病的
颈部淋巴瘤患者，在看完艺术团成员
的表演后，忍不住潸然泪下：“我恨死
了肿瘤，怨恨过命运，觉得自己太不
幸了。但看见这些和我同病相怜的

大哥大姐都没有被肿瘤压垮，还这么
乐观勇敢，我也受到启发，我应该积
极生活，多往好处想想。”

一直以来，河南省高度重视肿瘤
防治工作，全省肿瘤防治事业得到较
快发展，癌症早诊率、癌症防治核心
知识知晓率逐年上升。河南省抗癌
协会也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组织会员
下基层进行学术交流和业务培训等，
提升一线防治人员学术水平，普及了
科学防癌理念，引导公众建立健康生
活方式。

据河南省抗癌协会代理理事
长、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张
水军介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权威
数据，1/3的癌症完全可以预防，1/3
的癌症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
治，1/3 的癌症可以运用现有的医
疗措施延长生命、减轻痛苦、改善
生活质量。每年的全国肿瘤防治宣
传周活动，普及防癌抗癌科学知
识，让大家掌握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利于降低发病率。

在活动现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的数十位肿瘤专家，为从各地赶
来的患者进行了义诊（如图），并为患
者普及科学的防癌知识。

4月15日，在2021年中国肿
瘤学大会新闻发布会暨“百年百
县”科普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
理事长樊代明在院士科普专题
讲座中说，肿瘤不是单因素、单
病因的疾病，是多阶段、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仅靠一
种治疗手段单打独斗不能起到
彻底的治疗作用，只有整合资源
力量与学术思想，通过全方位的
努力，才可能在肿瘤诊断和治疗
中达到最好的效果。

樊代明说，有1/3的肿瘤是
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进行预
防的，还有1/3的肿瘤是可以通

过早诊早治治愈的，剩下1/3可
以通过合理的治疗延长生存期，
提高生活质量。

对于这类患者，医生要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从心理上对患
者进行调节，通过运动增强其身
体素质，通过饮食增强其抵抗
力，采用包括中医治疗在内的综
合性治疗手段，恢复患者的身体
素质。这是因为所有的肿瘤治
疗手段对肿瘤是杀伤，但对患者
身体也是一种损害，比如手术治
疗是机械性损伤、化疗是化学性
损伤、放疗是物理性损伤、生物
治疗是生物性损伤。甚至医生
如果不善于和患者沟通，还会对

患者造成心理损伤等。
樊代明说，目前，美国恶性

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比我国要高
出很多，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医生
技术不行，而是国内没有把整合
作用发挥出来，没有一种机制把
优质的医疗资源整合起来。因
此，整合医学是医学发展的必然
方向、必由之路和必定选择。恶
性肿瘤的病因十分复杂，推行整
合医学对肿瘤患者更有意义。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肿
瘤诊疗的方法更加多样性。但
这些新技术、新药，不是对每个
患者都有用。盲目过度治疗，不
仅治不好病，反而会加大患者的

痛苦，造成更多伤害，甚至加速
病情进展。只有通过多学科整
合，聚集各学科高精尖、伤害最
小、对患者生存最有利的‘优势
技术’进行治疗，才能让患者受
益最大化。”樊代明说，通俗来
讲，我们对抗肿瘤就像拔河比
赛，目前的各种治疗手段就像参
赛的队员一样，虽然大家都在用
力拉，但还是没办法彻底打败肿
瘤，主要就是因为各个队员使劲
的方向不一样、发力的时间不一
样。因此，要想合理治疗肿瘤，
就要针对患者的情况，选择对患
者最有效的方法、最合理的治疗
时机，从而达到最好的治疗效

果。
樊代明认为，肿瘤是异质性

疾病，患同一类型肿瘤的两个
人，病情是不一样的，同一类型
肿瘤患者的肿瘤组织在不同时
期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对
于肿瘤的治疗也应该是多种多
样的。但是在选择治疗方法时
应该做到有的放矢，做好 MDT
（多学科诊疗模式）。但目前的
MDT存在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
等问题，应该做好MDT的升级
版，从多学科诊疗发展到整合医
学，通过组建多学科诊治团队，
制定个体化整合诊治方案，达到
最优的整合诊治效果。

“没想到今天来医院看病还能参加免费筛查，医生提醒我们关注身体健康，我学到不少健康知识，这样的
活动非常好。”驻马店市民牛女士说。4月15日上午，驻马店市中心医院组织肿瘤中心专家在门诊楼前开展全
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义诊活动。在活动现场，该院医务人员为群众义诊，提供免费肝胆彩超和乳腺彩超筛查，详
细解答患者咨询的问题，发放宣传资料。 丁宏伟 李沐佳/摄

戴着心脏起搏器的高龄患者，还
能接受房颤射频消融手术吗？

4 月 13 日，在华中阜外医院心律
失常科，89岁的吴老先生满面春光、心
情大好，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到护士站，
主动要求和医务人员合影留念。而在
几天前，他还是一个戴着起搏器，患有
病窦综合征和房颤，随时都会发病的
患者。心律失常科副主任医师杨海涛
等专家接诊后，为他做了射频消融术，
彻底解决了老人的房颤问题。

为戴着起搏器的高龄患者实施射
频消融手术，在全国都很少见。

5年前，吴老先生因患有严重的房
颤，接受了起搏器植入术。两周前，吴
老先生再次出现心慌、气喘，还伴随胸
痛、腹痛等症状，心率最快时已经达到
140次/分。于是，基层医院将老人转
诊至华中阜外医院。

杨海涛接诊后，很快找出了老人
疾病的元凶——房颤。“药物治疗仅有
70%左右的成功率，手术治疗成功率
将近 90%。如果药物治疗不成功，一
旦疾病进展，心房超大的话，即使再选
择手术治疗，成功率也会大大降低。”

听完专家的分析后，吴老先生很
快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给心脏做个手
术！”当他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亲朋
好友纷纷劝他三思而后行。大家都担
心他已经 89 岁高龄，心脏装有起搏
器，还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病等基础病，
很可能承受不了心脏手术。

可老人却相信医生、相信科学。
最终，家人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了
字。

为减轻对患者心脏的刺激，确保患者生命安全，专家采用
合适的消融功率，准确标测靶点，小心翼翼操作各种导管，完成
了消融手术。进行电生理检查，无法诱发心动过速发作，手术
最终获得成功。术后，吴老先生心率恢复正常，心慌、胸闷等症
状消失。

有不少需要做手术的老人会认为，射频消融不但有风险，
还容易复发，年纪大了没必要冒险。针对这样的观点，杨海涛
说：“射频消融手术是一种很成熟的技术，只要身体健康，无手
术禁忌，老年人选择射频消融手术，同样可以大幅提高生活质
量。”

近日，漯河市妇幼保健院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科充满温情。患者吴老
先生的家属来到这里，把锦旗
和感谢信送到了谷旭红主任和
钱土山医生手里。

患者家属激动地说：“俺家
老爷子在咱们科住院一个多
月，真是没少让你们费心，老先
生能顺利出院多亏了你们，我
代表俺家老爷子感谢你们！”

吴老先生今年95岁，因排
暗红色大便入住呼吸与危重症
科，由副主任医师钱土山接
诊。当时患者血红蛋白只有
68 克/升（正 常 值 下 限 的 一
半），因年龄高，加之出血量大，
意识不清晰，患者不能准确描
述症状。

因患者高龄，平时心肺功
能差，内镜检查风险增高；增
强 CT 检查，医生担心损伤肾
功能。患者在一月前刚刚发
现有下肢静脉血栓，医生担心
止血加重血栓。随着禁食和

卧床，患者出现了肠道菌群移
位，并发坠积性肺炎，病情越
来越重。

在谷旭红的指导下，科室
医务人员不断调整方案，钱土
山每天早晚两次查房，细心观
察患者病情。

一次值夜班，患者家属找
到钱土山说：“您辛苦了，这是
我们的一点心意。”随即，非要
给钱土山1000元红包，以表感
谢。钱土山说：“这是我们应该
做的，您放心，只要患者在我们
这儿一天，我们就会尽百分百
的努力。”谁知患者家属把钱留
下就迅速离开了，于是钱土山
便让护士长把钱交到了住院处
患者的账户上。

患者病情重、变化快，钱土
山放弃调班休息，每天坚持到
医院查房。在科室医务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患者出血逐渐减
少，肺部感染得到控制，贫血、
低蛋白血症等逐渐好转，顺利
康复出院。

本报讯 （记 者 陈 述 明
通讯员管松丽）为学习借鉴先
进经验，加强与其他医院的合
作交流，提升服务能力，近日，
濮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市儿童
医院）与上海市儿童医院建立
合作关系，助力濮阳市儿童健
康服务能力建设。

双方此次就专科协作、远
程协作、人员培训与学术交流
等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从

业务指导、人才培养、学术交
流、转诊绿色通道等方面进行
业务协作；开展互联网信息平
台合作，开通远程会诊、远程查
房、在线授课培训等。

此外，根据濮阳市儿科人
才培养的需求，开展医务人
员 和 管 理 人 员 进 修 培 训 项
目，即上海市儿童医院优先
接受濮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进
修人员。樊代明：肿瘤防治 赢在整合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陈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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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癌症也可以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
本报记者 尚慧彬 通讯员 曹 咏 梁 伟 文/图

濮沪儿童医院
建立合作关系

95岁老人
托人送来感谢信

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李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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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抗癌之路,助力健康中国——关注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