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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镜早筛早诊息肉可防大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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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出生缺陷

救助项目启动

专家谈病

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别紧张
重度狭窄才需外科手术治疗

健 康 速 递

市肿瘤医院启动临床试验培训项目

进入人体的食物、
营养素和许多药物都需
要通过肝脏进行复杂的

代谢和生物转化。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
病）科李隽副主任医师提醒市民，随意服用保
健品可能造成肝脏过度负荷，影响肝脏正常功
能，导致肝损伤。
李隽说，保健品损伤肝脏可以有多种形

式，第一，直接损害肝脏。第二，导致免疫性损
伤。有些保健品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导致免疫
系统攻击肝脏，引起肝脏损伤。第三，药物相
互作用导致肝脏损伤。某些保健品成分复杂、
含有多种草药或多种保健品一起合用、各成分
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引起肝脏损伤。第四，误
用可能加重已有的肝脏疾病。对于已经存在
肝脏疾病的患者，误用保健品可能加剧病情，
导致肝功能恶化或肝脏病变。

目前已知有肝损害的常见保健品成分主要
有以下几种：高剂量的维生素A或铁，长时间过
量使用这类保健品，可能使肝脏负荷过重，从而
导致肝功能不全。蒽醌类成分，这是一种常见
的中药毒性成分，也是决明子、何首乌、芦荟、大
黄等中草药的主要活性成分。长期使用含蒽醌
类成分的药品或保健品可能导致药物性肝损伤
的发生。另外，紫草、黄连、茵陈蒿均含有肝毒
成份，长期过量使用可致肝损害。
李隽建议市民，如果食用保健品后出现任

何不适，哪怕是可疑原因，也应该立即停止食
用。需要提醒的是，要理性谨慎对待保健品，千
万不要跟风追潮流。使用保健品最好咨询医生
或专业营养师，选择符合自己身体情况、有质量
保证的产品，并按照正确的剂量使用；服用新的
保健品后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监测肝肾功能，
能早期发现肝脏肾脏损伤。 通讯员 陈颖

每年5月29日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市疾
控中心肿瘤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大肠癌
在我市恶性肿瘤发病顺位排序中位居第二，
而十年前则位居第四。我市自2012年开始，
3年为一周期，分年龄段在40岁至74岁人群
中循环开展大肠癌筛查。截至2023年年末，
参与筛查居民达776万人次，便潜血检查604
万人次，随访164万人次，检出结直肠息肉患
者6万人次，成功将疾病拦在癌前。“随着大肠
癌筛查项目持续实施，市民肠癌防治意识明
显增强，不仅主动筛查、定期体检的愿望在提
升，越来越多的门诊患者也开始重视大肠癌
癌前病变，会向医生咨询肠道息肉的防治问
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主
任李慧臻日前在采访中表示。
李慧臻说，约九成大肠癌由肠息肉中的

腺瘤性息肉转化而来，肠镜检查检出高风险
肠息肉并及时治疗是大肠癌筛查最重要的
成果和目标。她提醒市民，全结肠镜是肠息
肉、大肠癌检查金标准，今年全市16个区的
45家医疗机构为大肠癌筛查全结肠镜检查
定点医院，高危人群一定要按筛查要求进行
肠镜检查，发现肠息肉需高度重视。研究表
明，未经治疗的大肠腺瘤 5年癌变率约为
4%，10年癌变率约为14%，也有少数恶变进
展较快，如果能够及时发现腺瘤性息肉，在
恶变时间窗内尽早切除，就可以阻断其转变
为结肠癌。

腺瘤性息肉最易癌变
无明显症状肠镜筛查早发现

李慧臻说，大肠息肉泛指肠黏膜表面
向肠腔突出的隆起性病变，是肠道内表面
黏膜上多出来的赘生物，是一种常见病。通
俗讲，息肉的“息”可以理解为多余的意思，
就是大肠黏膜表面的一个“肉疙瘩”。中医

学中“息肉”一词则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中
医学认为，结肠息肉的发病主要与饮食不节、
情志内伤、人体正气虚损、感受外邪等因素有
关，病机特点为本虚标实，本虚为脾虚，标实为
气滞、湿热、痰浊、瘀血等，有学者将大肠息肉
的病因病机总结为“湿”“瘀”二字。国内一项
由442例结肠息肉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中
医证型分布研究显示，肠息肉患者最常见中医
证型依次为气滞血瘀证、大肠湿热证、脾虚湿
蕴证及痰瘀互结证。
“肠息肉大体分为两大类：腺瘤性息肉及

非腺瘤性息肉，80%至95%的大肠癌由腺瘤性
息肉演变而来，非腺瘤性息肉癌变可能性很
低。”李慧臻说。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大多遵
循“腺瘤→癌”的顺序，这是因为腺瘤内的细胞
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导致细胞不可控增长而
恶变。腺瘤性息肉又包括管状腺瘤、绒毛状腺
瘤、绒毛管状腺瘤。研究表明，管状腺瘤的癌
变率小于5%，绒毛管状腺瘤癌变率为23%，绒
毛状腺瘤的癌变率高达30%至70%。绝大多数
肠息肉患者没有症状，在肠镜检查时偶然发
现，若息肉持续长大或者恶变，可出现便血、腹
泻、便秘、腹胀、腹痛等症状。因此，要抓住息
肉向大肠癌转变的时间窗，定期检查肠镜，及
时发现并早期切除腺瘤性息肉，是预防结肠癌

的重要措施。

高危肠息肉都应切除
康复期需饮食调整定期复查

李慧臻说，结肠息肉并不等同于大肠癌，
是否需要切除，取决于息肉的类型、大小和数
量以及患者的总体健康状况。一般来说，大部
分结肠息肉特别是腺瘤，都应该被切除。如果
息肉非常小且内镜医师通过经验判断考虑为
增生性息肉或者炎性息肉，医生可能会选择监
测而不是立即切除，因为这类小型息肉恶变的
可能性相对较低。在定期的结肠镜复查中，医
生会持续观察，发现任何异常或者息肉有增大
的趋势，都会及时切除。此外，如果患者的总
体健康状况不佳，且息肉没有恶变的迹象，医
生可能会权衡利弊，密切监测暂时不切除。因
此，是否需要切除结肠息肉，需要由医生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患
者的意愿和对风险的接受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因素。
“结肠息肉切除手术有肠出血、穿孔的风

险，因此结肠息肉切除后，患者需要一段时间
康复。”李慧臻提醒患者，切除息肉后，康复期
要注意饮食调整，通常医生会根据息肉的大

小、数量等给患者提供饮食建议，此时一定要遵
从医嘱。一般情况下，3日内以流食为主，避免
摄入高纤维食物，以降低肠道负担。随着康复
进程可以逐渐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的
摄入量。结肠镜手术后2周内，避免剧烈运动，
以减少出血和肠道穿孔的风险。术前停用阿司
匹林或者氯吡格雷的患者，不要自行恢复用药，
药物服用时间应由医生决定。结肠息肉切除
后，患者需要定期复查，以确保没有新的息肉产
生。医生会根据息肉的大小、数目、病理分型以
及是否存在恶变等确定复查时间，一般为3个月
至6个月或1年至2年不等。

肠息肉容易再生复发
调整肠道微环境降低几率

“结肠息肉的临床表现较为隐匿，多数患者
早期无明显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腹部不适或
排便习惯改变等，往往只有结肠内镜检查才能
明确诊断。而且内镜切除后如不加以防治，息
肉还会再发、复发。一方面，息肉切除后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预防结肠息肉的再次发
生，包括保持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避免吸烟
和过量饮酒。中医中药在改善临床症状、降低
息肉复发及癌变、调节肠道微环境等方面也具
有一定的疗效。”李慧臻说。
湿瘀体质为主的患者推荐方药平胃散合地

榆散加减，主要用药为苍术、陈皮、地榆、槐花、
茯苓、薏苡仁、莪术、丹参、赤芍、槟榔等。
湿热体质为主的患者推荐方药地榆散合槐

角丸加减，主要用药为地榆、槐花、枳壳、槟榔、当
归、赤芍、黄芩、茯苓、蒲公英、薏苡仁、防风等。
气滞血瘀体质为主的患者推荐方药为血府

逐瘀汤加减，主要用药为当归、生地、桃仁、红
花、枳壳、赤芍、柴胡、川芎、牛膝、薏苡仁、槐花、
地榆、桔梗、甘草等。
脾虚夹瘀体质为主的患者推荐方药为四君

子汤和化积丸加减，主要用药为党参、白术、茯
苓、薏苡仁、莪术、煅瓦楞子、丹参、三七等。
此外，针刺、艾灸、穴位贴敷疗法、埋线疗法

等中医外治疗法配合中药内服，可达到内外合
治的效果，对改善肠道微环境、防治息肉也有一
定效果。 记者 赵津

2024年中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有的孩子吃不
好也睡不好，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还有的孩子越临
近考试越感觉什么都不会了，注意力难以集中，书
也念不进去了，坐立不安，乱发脾气，更有甚者身体
各种不舒服，头疼肚子疼、腰酸背痛。也有家长比
考生还要忧心忡忡、寝食难宁、焦虑崩溃。
5月28日20：10，天津电视台教育频道《百医

百顺》将邀请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李洁和该院儿
童青少年心理科孙凌主任医师做客节目，为广大
考生及家长带来健康心理调适特别节目。节目
中，心理学专家带来肌肉放松法、蝴蝶拍、形象控
制法，帮助缓解考生焦虑情绪，也会增加考生自
信心。专家同时建议家长尽可能给孩子创造一
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他们保持最佳状态，轻松
地迎接中高考的到来。

通讯员 孟凌风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
助基金会日前启动 2024
年出生缺陷救助项目。该

项目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为患有遗传代
谢病、先天性结构畸形和功能性出生缺陷三类出
生缺陷疾病的经济困难家庭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
助。该项目覆盖285种先天性疾病，救助项目均
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后的自付部分一次性给予
3000元至30000元补助。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
医院是此次出生缺陷救助项目的实施机构，将帮
助遗传代谢病、先天性结构畸形患儿申请救助并
提供相关服务。
市第一中心医院申请救助项目的患儿需具备

以下条件：年龄在18周岁及以下；在市第一中心医
院实施肝移植手术，且诊断符合出生缺陷项目中的
病种；患儿家庭生活负担重，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
入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
（任选其一）；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含）3000元。

天津医院是此次小儿骨科病种救助项目的实
施机构。项目包含小儿骨科常见病种，包括髋先
天性变形（髋关节发育不良、髋内翻、股骨近端发
育不良）、马蹄内翻足、脊柱先天性变形、漏斗胸、
鸡胸、胸锁乳突肌先天性变形、手先天性变形、膝
先天性变形、多指（趾）畸形、并指（趾）畸形、膝先
天性畸形（膝内翻、膝外翻、膝关节脱位）、脊柱及
骨性胸廓先天性畸形、骨软骨发育不良伴管状骨
和脊柱的发育缺陷。
据介绍，申请程序为：患儿法定监护人登录“出

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按要求填写个人信
息、绑定手机号完成注册，签署知情同意书和个人承
诺书；选择救助类别，在线填写《出生缺陷救助项目
个人申请表》，并上传身份证明材料、疾病和治疗证
明材料、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材料原件照片；提交申请
表，完成线上申请。市第一中心医院肝移植患儿出
院后线上审核通过，下载回执单，按要求整理纸质材
料，联系市第一中心医院该项目随访人员，到院现场
提交材料或者邮寄。 通讯员 孙颖 刘克臻

5月20日是国际临床试验日。市肿瘤医院启
动了“知行研究院”临床研究培训项目，该项目以
国家《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
年）》为指导，通过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引入全
球认证的临床试验培训，提升医院临床研究科研
水平与国际影响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建设临
床与科研兼优的研究型医院。 通讯员 代丽娜

医疗动态

心理调适助力中高考
王先生最近体检，颈动脉超声检查显示

有“颈动脉硬化斑块”，他非常担心斑块将血
管堵住进而需要手术治疗。市环湖医院神经
外科六病区贾强主任医师表示，发现颈动脉
狭窄不要惊慌，通常仅有重度狭窄患者需要
外科手术治疗，轻中度狭窄首选生活方式改
进、药物等内科治疗。
贾强说，颈动脉硬化斑块是全身动脉粥

样硬化在颈动脉的表现，随着时间的增长可
逐渐增大，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颈动脉狭
窄。颈动脉硬化斑块被认为与老年人缺血
性脑卒中的发生密切相关，高血压、糖尿病、
高脂血症、肥胖、吸烟等都是该病的高危因
素。颈动脉狭窄可分为轻（低于50%）、中度
（50%至69%）和重度（70%以上）。轻度和中
度狭窄患者可以没有症状或只有轻微的脑
部缺血症状，表现为头晕、视物模糊、记忆力

减退、嗜睡，也会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如眩
晕、头晕、黑蒙，严重的可发生晕厥，甚至影响
肢体活动、说不出话、昏迷。血栓一旦脱落也
可能导致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脑梗死。轻度
和中度狭窄一般采用内科治疗，包括健康的生
活方式，如戒烟、均衡饮食、适当锻炼和规律生
活等。同时还应该控制原发病，如高血压患者
应控制血压，糖尿病患者要加强饮食管理，并
使用降糖药物，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有
血脂问题的可以使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血脂，同
时有稳定斑块儿的作用。重度狭窄的患者可
手术治疗，包括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或者颈动脉
狭窄支架成形术，主要是为了重建颈动脉管径
恢复正常血流和增加脑部供血。
贾强建议，首次发现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可

以先到医院做详细检查，由专科医生为患者提
供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通讯员 隋蕊阳

保健品服用不当可致肝损伤
服用初期要定期监测肝肾功能

专家们在

为患者做肠镜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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