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0年1月21日 周二
责任编辑：许瑞英 电话：81916093 E-mail：zjgrxw@163.com健康

健康饮食

专家问诊

健康提醒

■通讯员朱旭

美国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
现，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每
天吃核桃可能增加肠道中一些
有益健康的细菌，进而降低心脏
病患病风险。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期在美国《营
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他
们共招募 42名超重或肥胖的志
愿者，并将其随机分为三个不同
的饮食组。所有受试者均接受
了饱和脂肪含量较低的饮食。
第一组饮食中添加了核桃（每天
57克至85克）；第二组添加了与
核桃中含量相当的α-亚麻酸
等不饱和脂肪酸；第三组则加入

了等量的油酸，以替代核桃中的
α-亚麻酸。

结果发现，第一组受试者
体内有益健康的肠道细菌增
加，而这些肠道细菌的变化与
一些心脏病风险的降低显著相
关；相比之下，另两组受试者肠
道细菌虽也有变化，但这种变
化与心脏病风险因素间没有显
著关联。

研究人员说，大量证据表
明，饮食上的微小调整可能对健
康大有裨益。这一发现有助人
们了解如何以积极的饮食方式
促进有益肠道微生物的生成，人
们或许可以用核桃替代一些不
健康的零食，不仅好吃，还能增
进肠道和心脏健康。

■记者王艳 通讯员沈笑驰

春节的假期马上就要来临
了，不少人选择出游和回老家。
不过，对一些晕车的人来说，长
途坐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情。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晕车
吗？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副主任医师、耳鼻喉科副主
任吴建烽建议：

坐前排，多开窗。因为人体
维持平衡不仅要靠前庭还要靠
眼睛，所以尽量发挥眼睛的调节
功能也能帮助减少晕车。乘坐
交通工具时尽量选择前排的位
子，这样不仅会减少摆动的幅
度，避免过度摇晃而带来的眩晕
感，而且，眼睛可以看到前方路
面。条件允许时还可以多开窗，
保持空气流通。

上车之前不要吃太饱。如果
吃太饱或摄取难消化、易产生胃
酸、胃胀的食物，如碳酸饮料、橘
子、糯米等，更容易引发呕吐。另
外，吃完饭以后血液多用于消化，
大脑暂时血供减少，对于平衡的
调节较弱，更容易晕车。

上车时可以在太阳穴部位
涂抹一些风油精、清凉油。一些
食物能缓解晕车的不适感，如姜
片、陈皮能抑制胃肠蠕动、缓解

胃不适，晕车时吃一点儿，能起
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上车前半小时服用晕车
药。常晕车的人最好准备适合
自己的晕车药并随身携带，上车
前半个小时服用。

注意力转移法。不要总是
想着晕车的事情，多和别人聊聊
天，转移注意力。

如果坐车时出现头晕、头
痛、恶心、呕吐等晕车症状，最好
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忌走动，否
则会加剧眩晕感。另外，可以按
摩身体上的“合谷穴”和“内关
穴”来缓解症状。

合谷穴位于手背第二掌骨
的中点，也是人们常说虎口处，
按压这个穴位，可以直接作用于
我们的肠胃，能有效缓解由肠胃
不适引起的晕车症状；内关穴位
于手掌内侧手腕处到手掌间大
约两寸的位置，按压这个穴位，
能够调节我们的中枢神经，是治
疗晕车非常有效的方法。

吴建烽还提醒，容易晕车的
人，往往前庭功能较差，平时可
以注重锻炼。比如多乘坐交通
工具、荡荡秋千、练习单杠，能起
到一定的训练平衡力的作用。
对于运动不便的老人，可以在早
晨起床之前转转身，锻炼水平方
向的平衡力。

在浙江省中医院中药配药间内，药工们抓药打包。春节临近，
杭州各大医院配药客流明显增加，在浙江省中医院，每天仅中草药
饮片处方就超过2000张，逾2万帖。

为了满足赶在节前备足中药，尤其是一些外地及慢病患者中
药需求，该院中药房增派人手赶配中药，开设多个取药窗口，以缩
短病人等候取药时间，并24小时窗口随时配取药，以方便患者。

通讯员于伟 摄

■记者王艳通讯员鲍云洁、郑轲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
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为
一位爆发性心肌炎患者鲍女士
成功实施了清醒状态ECMO治
疗，经历7天7夜的殊死搏斗，患
者转危为安并成功康复出院。

爆发性心肌炎凶猛来袭

前段时间，32 岁的年轻妈
妈鲍女士出现了发烧咳嗽等感
冒症状，她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
感冒，并未引起重视。等到去当
地医院就诊时，已接近休克。转
到该院急诊就诊时，鲍女士血压
仅为 61/30毫米汞柱，被诊断为

“爆发性心肌炎，心源性休克”。
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许兆军

介绍，心肌炎发病原因多样，主要
可分为病毒感染性心肌炎、自身
免疫性心肌炎以及多由放射线照
射引起的物理损伤性心肌炎和多
由药物或者食物中毒引起的化学
损伤性心肌炎。其中病毒性心肌
炎占到了绝大部分，感染肠道的
病毒和感染呼吸道的病毒，都会
引起病毒性心肌炎。而在病毒性
心肌炎中，爆发性心肌炎又是其
中最严重的一种，发病极其凶
险。患病数小时至 1~2天内，患
者就会出现急性心衰、晕厥和心
源性休克等症状，一旦发生休克，
死亡率高达90%。

“终极救命神器”——ECMO

鲍女士入院后，虽然已给予
最优化内科治疗，但入院第三天
早上，病情却急转直下，出现胸
闷气急、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的
状况，合并严重肝肾功能衰竭，
生命危在旦夕！抢救刻不容
缓！许兆军于是派出科室的最
强部队——ECMO治疗小组！

ECMO是使用体外离心泵
及膜肺短期代替患者受损的心

肺功能、让患者心脏或肺脏得到
一定程度休息、从而达到最终恢
复的手段，是目前重症可逆性心
脏疾病及肺脏疾病的高级治疗
方法。在医学界有“魔肺”“终极
救命神器”等美誉，不少业内人
士认为它代表了一个医院乃至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危重急救
水平。

ECMO治疗小组在超声下
详尽地评估了患者的整体病
情。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组长陈
碧新脑海中跳出——患者虽病
情危急，但意识清醒，再加上沟
通能力强，适合在清醒状态下进
行VA-ECMO置管。

相较以往的ECMO治疗，清
醒ECMO治疗不需要镇静，不进
行气管插管，对患者损伤小，痛苦
少，后续恢复快，医患之间可随时
交流病情，了解治疗效果。

同时，清醒ECMO技术也意
味着难度更大，医疗风险更多，对
医护团队的管理和监护能力都提
出更高要求，加上该院尚无先例
可循，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医学高峰总要有人来攀登，
服务理念总要有人来更新！”陈碧
新表示ECMO团队义不容辞。

ECMO建立后，效果立竿见影

在经过短暂而周密的考量
和计划之后，清醒 ECMO方案
开始执行。穿刺置管完成EC-
MO建立后，鲍女士的血压趋于
稳定，当晚尿量明显增多，乳酸
下降，脸色也红润起来。

“魔肺”缓解了患者的不适
症状，但患者的病情依旧十分危
重，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整整
7天，陈碧新和整个团队的医护
人员时刻处在“战时状态”，一边
翻阅大量相关文献，查找病因，
寻找对策，一边增加查房频率，
加强沟通，经过精心治疗和精准
管控，鲍女士最终康复出院。

■记者程雪

几个月前，王奶奶的手腕处不
小心扎到了一根刺，“伤口很小，也
不太疼。”王奶奶压根就没当回
事。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伤口却
没有好，反而破溃，伤口处还形成
了肿块。去医院检查后发现她患
有鳞状细胞癌，属于早期患者，癌
细胞还没有转移到身体其他部
位。王奶奶目前已经进行手术和
创面修复术，术后效果不错，但要
定期复查。

鳞状细胞癌可转移至全身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它
可能会发生一些疾病，鳞状细胞癌
便是其中一种。”中国科学院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
骨和软组织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
师李涛介绍说，鳞状细胞癌是发生
于表皮或附属器细胞的皮肤恶性
肿瘤，其发病率居所有皮肤癌第二
位。

鳞状细胞癌的起源就是鳞状
上皮细胞，它是上皮细胞组织的一
种，在器官部位表面附着，广泛分
布于食管、皮肤、鼻腔、喉部、淋巴、
阴道、宫颈、肛门等多种器官之中。
由于鳞状上皮细胞的广泛分布，所
以，鳞状细胞癌的癌细胞可以从皮

肤转化到任何部位，在人体不同组
织器官中发生，常见的有肺鳞癌、
食管鳞癌、宫颈鳞癌、皮肤鳞癌、鼻
咽鳞癌和咽喉鳞癌等。

鳞状细胞癌早期患者的患处
是红色结节，有些患者和王奶奶一
样是长期没有愈合的伤口出现破
溃，也有些人患处出血、呈火山
状。随着病情的恶化，患处肉芽组
织越来越高，呈菜花状。

同时，病情恶化也可能引发患
者全身感染症状，可能出现发烧以
及肌肉酸痛等败血症状。

一般来说，鳞状细胞癌患者具
有病史都长、发病久的特点，从早
期到中晚期可能有几十年的时间

“进化”。

皮肤病、暴晒等是主要发病原因

有媒体报道称，曾经主持过新
闻联播、春晚以及《动物世界》等耳
熟能详节目的赵忠祥老师于日前
去世，而他本人正是鳞状细胞癌患
者。

“鳞状细胞癌确实多发于中老
年人，近年来呈年轻化趋势，男性
患者约是女性的 2倍。”李涛介绍
道，首先，年龄与鳞状细胞癌的发
病密不可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罹
患皮肤鳞癌的几率也逐渐增长，这
一现象可能与机体衰老、细胞自身

修复能力降低有关。
过度日光照射也是一个主要

的发病原因。过度日光照射可引
起皮肤炎症，使组织代谢异常，降
低机体免疫水平，导致细胞变异并
发生癌变。当皮肤接受过度紫外
线照射时不仅会引起角质形成细
胞产生继发性DNA损伤，还能直
接改变细胞DNA结构从而激活癌
基因。UVB的致癌性最强，其次
是UVA。

同理，当皮肤长时间暴露于某
些化学致癌物质的时候，比如石
油、沥青、焦油及砷等，这些物质具
有一定的光敏感作用和刺激性，与
人体接触后可引起机体炎症，或是
激发原癌基因，或诱导抑癌基因突
变、失活，从而诱发癌变。

就自身而言，本来皮肤就存在
慢性病，或者皮肤曾经被烫伤而出
现伤疤等有基础疾病的人，伤口处
若像王奶奶一样久久不愈，且出现
红肿、结节等炎症，就容易发生癌
变。

李涛建议，如果发现自己的伤
口长时间没有愈合，以及从前的疤
痕出现红肿症状，最好及时就医。

注意防晒、职业防护、治疗皮
肤伤口

一般来说，会对求诊者进行活

检，即取样本检查，从而确诊。还
有一种确诊方式是在患者进行手
术的完整切除送病理检查。

“对于鳞状细胞癌，手术是主
要的治疗方法。”李涛介绍说，手术
的基本原则是完整扩大切除病灶，
有些患者的癌细胞转移到淋巴，需
要同时进行淋巴清理手术，若发病
症状出现在面部或四肢皮肤，术中
需要合并面部美容、四肢皮斑修复
等治疗方式。

对于年纪大不能耐受手术
的患者，可考虑局部放疗等方
法，若癌细胞转移到全身多处，
如转移至肺部、食管等较远的位
置，则需要进行化疗。此外，还
有免疫治疗、光动力疗法、冷冻
治疗、局部药物应用等多种治疗
方式。

有研究显示，人在中老年时
所产生的晒斑多由儿时不断暴晒
所积累而成，如果从小就注意采
取足够的防晒措施，皮肤癌的发
生率将会减少约 70％。李涛提醒
大家：平时多多注意防晒；长期接
触放射线的工作人员应注意职业
防护，减少辐射损伤；避免皮肤直
接暴露于石油、沥青、焦油及砷等
化学致癌物质；积极治疗皮肤溃
疡、炎症、烧伤等慢性病变，防患
于未然。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举世
瞩目。世界卫生组织于 2020年 1月 12
日发布了针对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造
成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临床处置指
南。

不过，该指南主要是给临床医生提
供相关诊治建议，为解答人们对新型冠
状病毒的一些困惑，现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官方推荐的内容整理了大家关心的 8
个问题，希望能帮助大家增进了解，同时
做好预防。

什么是冠状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已知会引

起疾病，患者表现从普通感冒到重症肺
部感染不同，例如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和 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综 合 征
（SARS）。

新型冠状病毒（nCoV）是一种先前
尚未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如
此 次 中 国 武 汉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2019-nCov。

人会感染动物来源的新型病毒吗？

根 据 既 往 详 细 调 查 发 现 ，
SARS-CoV 在 2002 年从中国的果子狸
传播给人类，而 MERS-CoV 在 2012年
从单峰骆驼传播到沙特阿拉伯人。另外
有几种已知的冠状病毒在动物中传播流
行，但尚未感染人类。随着世界范围内
监视技术条件的改善，可能会发现更多
的冠状病毒。

人感染冠状病毒后会有什么症状？

症状取决于感染病毒的种类，但常
见的症状包括呼吸道症状，发热、咳嗽、
呼吸急促和呼吸困难。在更严重的情况
下，感染会导致肺炎，严重的急性呼吸道
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

冠状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吗？

是的，某些冠状病毒可以在人与人
之间传播，通常是在与被感染的患者密

切接触之后，例如在家庭、工作场所或医
疗中心。此次中国武汉的 2019-nCoV
被证实可能存在有限的人传人。

目前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吗？

新发疾病需要时间才能研发出接种
的疫苗，而开发新疫苗可能需要数年时
间。

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方法吗？

对于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
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但是，许多症状
都可以治疗，因此可以根据患者的临床
状况进行治疗。此外，对感染者的支持
治疗可能非常有效。

医护人员是否更危险？

是的，因为医护人员与患者接触的
频率比一般公众高，更容易受到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威胁，因此世卫组织建议
卫生保健工作者始终采取适当的感染预
防和控制措施。

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

多种疾病的减少暴露和传播的标准建
议包括保持基本的手和呼吸道卫生（勤洗
手、佩戴口罩），以及安全的饮食习惯，并在
可能的情况下避免与表现出呼吸道疾病症
状（例如咳嗽和打喷嚏）的人密切接触。

据新华社报道 湖北省武汉市发生
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后，国家卫健委立即
派出国家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武汉，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与湖北省、武汉市共同
研究落实疫情防控措施。2020 年 1 月 1
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由主任马晓伟为组
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会商分析
疫情发展变化，研究部署防控策略措施，
及时指导、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开展病

例救治、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据悉，国家卫健委第一时间组织中

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
院、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单位
对病例样本进行实验室平行检测。2020
年 1月 8日，初步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为
此次疫情的病原。随即，国家卫健委进
一步加强部门联动，研究共同加强疫情
防控工作的具体举措。召开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电视电话会议，对全国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印发病例诊疗、防
控方案（涵盖监测、流调、密切接触者管
理、实验室检测等内容），在全国建立了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下发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要求各地加强检
测，全力救治患者，及时发布确诊病例及
疫情防控信息。全国爱卫办部署开展以
加强市场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为主题的冬

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近日，国家卫健委
陆续向全国各省派出工作组，指导做好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同时，加强国际合
作与交流，与世界卫生组织、我国港澳台
地区和有关国家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和防
控工作进展，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
共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疫情应对
处置工作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充分肯
定。

本报讯 记者程雪报道 1 月 17 日以
来，我省温州、舟山、台州、杭州陆续发现 5
例武汉来浙并出现发热等呼吸道症状患
者，目前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病情稳
定，密切接触者已实行医学观察。患者实
验室检验结果正在按规定复核中，一旦确
诊，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武汉不明原
因肺炎疫情以来，浙江高度重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根据省委、
省政府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全
面响应，相继成立专项工作组和专家组，
及时制定各项应急措施和工作方案。目
前，我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已全面加强预检分诊和发热门
诊的力量配置，规范开展对可疑病例的
监测、筛查、诊断治疗和处置工作。全省
各地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环境
整治，做好农贸市场管理，全面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

临近春节，人员流动频繁，又值冬春季
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专家提醒，广大
人民群众要切实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注意
保持室内环境卫生和空气流通，尽量减少
到空气不流通或人流密集的公众场合活
动，如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请及时到
当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浙江积极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

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情况：

仍可防可控 传染来源尚未找到

李涛 中国科学院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
医院）骨和软组织肿瘤外科
主任、主任医师。浙江省癌
症中心恶性黑色素瘤诊治中
心主任。擅长各种软组织和
骨良恶性肿瘤的治疗，皮肤
恶性黑色素瘤及其他恶性皮
肤肿瘤的手术治疗和术后辅
助治疗等，开展各种骨恶性
肿瘤的关节置换等保肢手
术，软组织肉瘤的广泛切除
及术后缺损的各种肌皮瓣转
移修复重建，各种骨盆、骶骨
肿瘤切除及功能重建、脊柱
转移癌的手术及综合治疗。

前央视主持人赵忠祥曾罹患鳞状细胞癌

伤口久不愈、破溃红肿要当心

健康专题

节前温补热
中医抓药忙

健康新技术

清醒状态ECMO治疗
成功挽救一位32岁年轻妈妈

春节旅行防晕车“锦囊”

吃核桃有益
肠道和心脏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