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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栓塞性疾病是恶性肿瘤患者的一种常见并发症，也是恶性肿瘤患者
致残和致死的主要病因之一，为患者带来很大危害。这种疾病有什么临床表
现？怎么预防与治疗？怎样尽量以最简便的方法减少这种疾病的发生？
11月13日上午9:30~10:30，本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邀请安徽
省肿瘤医院肿瘤内二科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平生一一为您解答。

下期预告

秋冬交替，如何预防宝宝感冒？
换季时节宝宝容易感冒怎么办？如

何预防儿童腹泻？下热线周五（11 月 20

日）上午 9:30 至 10:30，本报健康热线
0551-62623752，邀请安徽省第二人民
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王继锋与读者交流。

王继锋，从事儿科临床工作近三十
年，较早关注儿童发育以及发育行为障
碍对儿童、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擅长儿科
危、重症的抢救和儿童的行为发育诊治。

夏鹏程 记者 李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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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卧欲侧而曲膝，益气力。——《宝生要录》

”
预防血栓形成 远离恶性肿瘤

问题一：我今年 45 岁，请问乳腺炎

怎么预防更有效？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治
医师吴茂松：如果是哺乳期妇女应保持
乳汁通畅，非哺乳期妇女应及早前往医
院治疗。

问题二：我家儿子今年18岁，3个月

前刚刚做过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现在该

怎么保养？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胸心外科主治
医师夏俊：注意休息，适度锻炼，预防感
冒并定期前往医院复查。

问题三：今年 67 岁，最近咳嗽半个

多月未愈，喝止咳糖浆也没有用，去医院

应该检查什么？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师
江银玲：建议患者化验血象，必要时可做

CT和胸片明确诊断。

问题四：糖尿病经药物治疗后血糖

正常了可停药吗？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张新秀：不可以随意停药。糖尿病是一
种慢性病，需终身服药才能合理控制、维
持血糖水平。

朱沛炎 记者 李皖婷

正确认识血栓

读者：什么是血栓？

范平生：血栓是指人体或动物在存活期间因某些诱因，血液有形成分在
循环血中发生异常的血凝块，或者在心脏内壁或血管壁上发生血液沉积物。

恶性肿瘤与血栓关系密切

读者：恶性肿瘤与血栓有什么样的关系？

范平生：恶性肿瘤与血栓形成关系密切。恶性肿瘤可通过多种机制（外

科治疗、抗肿瘤药物治疗、中心静脉导管等）导致血栓形成,而血栓形成又促
进了恶性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1.恶性肿瘤——获得性高凝状态；2．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恶性肿瘤的
常见并发症，发生率为4%~20%；3. 血栓仅次于肿瘤本身而位居恶性肿瘤患
者死亡原因的第二位；4. 最常见的并发血栓的肿瘤为胰腺癌、肺癌和胃癌；
5. 男性中肺癌和胰腺癌最常见并发血栓形成，女性为妇科肿瘤如子宫内膜
癌和卵巢癌。

血栓对恶性肿瘤患者危害很大

读者：血栓对恶性肿瘤患者造成的危害有哪些？

范平生：影响患者的预后，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加大护理的工作量及
难度，因患者及家属的不理解造成相关医疗纠纷等。

血栓栓塞性疾病有多种表现形式

读者：血栓栓塞性疾病有什么临床表现？

范平生：1.深静脉血栓形成，临床表现为患肢肿胀、头颈部及颜面部肿
胀；局部疼痛及压痛；浅静脉曲张，颈静脉怒张；突发发生呼吸困难、头胀
痛、视物模糊等颅内高压症状。2.肺栓塞，通常为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合并
症，栓子常来源于下肢和骨盆的深静脉。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胸痛；焦虑；
低血压，晕厥。早期血栓松脆，故在血栓形成的最初数天发生肺栓塞的危险
性最高。

如何预防肿瘤血栓栓塞性疾病？

读者：怎么预防肿瘤血栓栓塞性疾病？

范平生：1.住院的肿瘤患者应该考虑在没有抗凝药物治疗禁忌症时应
用抗凝药物预防。2.所有接受大手术的恶性肿瘤患者都应考虑预防血栓形
成。3.明确合并深静脉血栓的肿瘤患者抗凝治疗至少6个月，而对于6个月
后仍有肿瘤存在或需接受化疗的患者应长期抗凝治疗。4.对于无肿瘤残存
但伴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者（如外科术后、长期卧床者），如果无明显禁忌症
者，治疗至少应持续 3 个月。5.对于抗凝禁忌或足疗程抗凝药物治疗后深
静脉血栓复发者可考虑放置可回收性腔静脉滤器，但不推荐常规使用。6.
监测凝血相关指标。

肿瘤医院治疗肿瘤相关血栓效果明显

读者：安徽省肿瘤医院内科对于肿瘤相关血栓的治疗有哪些特色？

范平生：我科针对无使用禁忌的住院肿瘤患者常规静脉应用低剂量普通
肝素，并对门诊随访者常规口服水蛭胶囊，通过近十余年的观察及12000余
例人次统计，静脉血栓的发生率远低于文献报道的4%~20%，在不增加患者
经济负担的前提下，有效的降低了早期死亡率，提高了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

专家介绍

范平生，主任医师，

教授、博士生导师。专

业特长：恶性肿瘤化疗；

胃肠镜检查诊断、治疗

恶性肿瘤患者；肿瘤放

射介入化疗；B超、CT引

导下肝脏、肺、胰腺、浅

表淋巴组织包块穿刺病

理学检查。

吃火锅多放菌藻

寒意渐浓，很多人都喜欢吃火锅，
食材多样，又暖和又营养。羊肉、牛
肉这些温性的食物是不可少的，加上
一些香菇、海带之类的菌藻类食材，
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还有降低血脂
的作用。

甘蔗炖肉

冬季最好的饮食原则是温补，做菜
建议以炖为主，暖胃又营养，炖锅的菜要
注意温凉搭配。

比如炖羊肉。羊肉切块用油放姜
片轻炒一下，然后加清水、白萝卜，将一
段青皮甘蔗剥皮切段放入锅中，加适量
盐、少量酱油和蚝油调味，炖熟即可。
羊肉是温性的，甘蔗是凉性的，吃了就
不至于上火。

番茄炖牛腩

相比猪肉，牛羊肉更适合在冬季
吃。胆固醇比猪肉低，但蛋白质含量却
更高，可提高人的耐寒程度。

番茄牛腩既好做又营养丰富。将牛
腩放入锅中，倒入凉水，慢慢煮开，将牛腩
捞出放新的热水中，加少许老抽、姜、葱、
桂皮、几滴料酒，炖至八九成熟，加入切好
的西红柿，再炖十分钟左右，加少许盐、白
糖即可。考虑到冬季西红柿会略带酸味，
加白糖中和一下，可将口感调至最佳。

红枣芝麻粥

立冬后，有些肾气不足的人会感觉
手脚冰冷。推荐喝红枣黑芝麻粥，能迅
速温暖身体，也有助于体内微循环。血
脂高者还可再加点荞麦或燕麦等富含膳
食纤维的粗粮一起熬粥食用。

初冬肠胃疾病多发 试试暖胃餐

立冬之后，因为寒潮天气，感冒和胃肠疾病会多起来。营养专家们纷纷行动，将自
己的食谱奉献出来，供您参考。

□殷江霞

张女士甲状腺上长了一个小疙瘩，
跑了几家医院，医生都说没事，但她担心
是恶性肿瘤。通过 E 超检查，她才打消
了顾虑。

合肥市二院超声科主任、主任医师
杨晓介绍，在门诊经常能碰到像张女士
这样的患者，“传统的彩超检查只能确定
肿块的位置和大小，无法鉴别良性还是
恶性，有些患者为了防止万一，一般会选
择手术摘除，这样会对一些肿块为良性
的患者带来不必要的手术伤害。”

E 超与大家所熟知的 B 超有何区

别？杨晓说，传统的 B 超扫查并不能反
映肿物的软硬度，而 E 超可以通过实时
组织弹性成像，对肿块的硬度进行编码，
通过彩色图像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对区
分肿物的良恶性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准
确率高达90%以上。

据悉，目前 E 超的实时组织弹性成
像技术主要用于腹部、妇产科、外周血管
及小器官等方面的临床超声诊断和科
研，此项检查对病人无痛苦、无损伤、无
放射性损害，可反复进行。

王红梅 记者 李皖婷

身上长肿块，E超一扫就“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