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膏方如何进补你真的会吗？
俗语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膏方进补

究竟适合哪些人群？膏方进补期间要注意什么？省

中医院专家开具生产的安中膏方有什么特点与优

势？今年省中医院膏方进补活动总体情况如何？下

周五（11月18日）上午9:30至10:30，市场星报健康热

线0551-62623752，将邀请安徽省中医院膏方专家、主

任医师周大勇做客专家热线栏目，与读者共话冬令膏

方进补。

周大勇，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综合ICU

科科主任，从事呼吸内科及综合ICU工作20余年，一

直工作在临床、教学、科研一线，擅长治疗各类呼吸系

统疾病，如上感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哮

喘、支气管扩张症、支气管哮喘、肺部感染，同时对各

类危急重病人的抢救、中医调整亚健康及冬令膏方进

补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张依帆 记者 李皖婷

□下周预告：

哪些不良习惯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哪些食物有
助于预防癌症？不同年龄的人群防癌的重点有什么
区别？如何早期发现癌症？11月11日上午9:
30-10:30，市场星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
邀请解放军第105医院肿瘤中心陆林主任就“恶性
肿瘤的预防和早期筛查”的问题与读者朋友进行交
流。 ▋郝东红 记者 李皖婷/文 倪路/图

专家介绍
陆林 男，主任医师，解放军第105医院肿

瘤中心主任，擅长以化疗放疗为主的恶性肿瘤

综合治疗，特别是对中晚期肺癌、食道癌、乳腺

癌、鼻咽癌、恶性淋巴瘤等常见肿瘤治疗经验

丰富，对骨转移癌，脑转移瘤及恶性胸腹水的

治疗也有较好的疗效，采用的化疗方案均为近

年来有代表性的最新方案。

健康生活方式有助防癌

爱吃滚烫食物增加患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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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吃滚烫食物增加患癌风险
读者：哪些不良习惯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陆林：癌症的发病原因由内因和外因决定，
内因主要是来自遗传基因的作用，而外因则是不
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比如锻炼过少、少吃蔬果、
过度吸烟、过量饮酒、嗜吃红肉、喜欢吃滚烫的食
物等。近年来，国内外报道也不断证明，饮热茶
会破坏食管“黏膜屏障”。据我国食管癌高发地
区的流行病学研究，食管癌患者中很大比例的
人，喜欢热饮、硬食、快食或饮酒。

大蒜、菠萝有助防癌
读者：哪些食物有助于防癌？

陆林：营养学专家经过研究，向人们推荐了
抗癌食物，它们是：西兰花、卷心菜、西红柿、菠
菜、大蒜、草莓、南瓜、胡萝卜、橄榄油、菠萝、辣
椒、香菇。

癌症早期有十大征兆
读者:癌症早期有没有征兆呢？

陆林:癌症早期有十大征兆。
1、身体表浅部位出现异常肿块∶恶性淋巴

瘤、鼻咽癌、甲状腺癌、乳腺癌等可出现；2、体表
黑痣或疣色泽改变和增大∶见于恶性黑色素瘤；
3、吞咽困难，胸骨后不适感∶见于食管癌；4、持
续性声嘶、干咳、痰中带血∶喉癌或肺癌可出现；
5、消瘦、贫血、大便习惯改变、大便带血或黏液∶
提示大肠癌;6、头痛、耳鸣、听力下降、鼻咽分泌
物带血∶提示鼻咽癌;7、皮肤黏膜溃疡不愈∶提示
皮肤癌;8、无痛性血尿∶可能是肾癌、膀胱癌;9、
不规则阴道出血∶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可
出现；10、不明原因的发热∶可能是白血病、恶性
淋巴瘤、肾癌等。

不同年龄人群，防癌重点不同
读者:不同年龄的人群防癌的重点有什么区别？

陆林:不同年龄的人群防癌的重点是有区别

的，但同时更要关注各个肿瘤的高危人群，如烟
龄较长同时吸烟量大的人，45 岁以上就应定期
检查如肺部 CT ，警惕肺癌的发生，对于有乳腺
癌家族史的女士，30 岁以上就应定期做乳腺癌
方面的检查，如果有家族性大肠息肉病史的人，
应每隔2年做一次肠镜检查，同时积极的做大肠
息肉的局部冶疗，防止大肠癌的发生，而对于老
年男性，在定期体检时也要注意前列腺癌的筛
查，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
险也在增高。

目前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
之一，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防癌，对于恶
性肿瘤的高危人群，定期作检查，有助于早发现
早治疗，提高治愈率。总之癌是可防可治的。

人到中年正值人生、工作、事业发展的黄金
年龄段，不少人总认为自己年轻身体没问题，常
忽略自我保健。但事实上，中年人的中风风险并
不小，且一旦发病便猝不及防。合肥市蜀山区疾
控中心专家提醒，不良饮食习惯和不健康的生活
方式是导致中年人脑卒中发病的重要诱因，中年
人要重视防控脑卒中风险，工作再忙也要坚持定
期体检，了解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等有关指
数，增强自我保健意识，防患于未然。

▋鲁胜利 记者 李皖婷

100个脑出血病人中
有93人伴高血压

中风又称脑卒中，临床表现以猝然昏扑、不省

人事或突然发生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智力障碍为

主要特征，是一种突然起病的脑血液循环障碍性

疾病，包括脑出血、脑梗死、蛛网膜下腔出血等。

卒中已成为世界人口的第二大死因，仅次于

缺血性心脏病。资料表明：100个脑出血病人中

有 93 人伴高血压、100 个脑血栓病人中有 86 人

伴高血压。

疾控专家介绍，脑卒中早期症状为患者一侧

面部或一侧上下肢体突然感到麻木、无力、口角

歪斜、流口水；突然眩晕、或者跌倒；突然说话困

难或听不懂别人说话；走路不稳，左右摇晃不定，

动作不协调，出现难以忍受的头痛，恶心、呕吐；

发音、吃饭困难，饮水呛咳，说话舌头僵直等。

专家提醒，如果周围如有人突发以上症状者

或已倒地的危重病人，应让其就地平躺，切忌随意

搬动病人身体，并立即拨打120送医院紧急救治。

建议定期体检
告别高糖、高脂饮食

疾控专家表示，不良饮食习惯和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是导致中年人脑卒中发病的重要诱因。

因此，中年人要重视防控脑卒中风险，工作再忙

也要坚持定期体检。

同时，平时要注意治疗和控制高血压，并加

强对糖尿病、心脏病、血液系统疾病的治疗。加

强体育锻炼，控制肥胖，避免进食高热能、高脂

肪、高胆固醇的“三高”食物。适量摄入动物蛋白

质，如瘦肉，鲜活鱼类、禽类，以及含糖量低的新

鲜蔬果等，少吃含盐量高的食物。

避免过量饮酒，因为酒精可直接作用于脑血

管平滑肌引起血管痉挛，并可使血小板增多导致

脑血流调节不良、心律失常、高血压、高血脂，这

些均可增加脑血管病的发生。同时，吸烟烟雾中

的一氧化碳可以使动脉内反应过强性内皮细胞，

细胞肌球蛋白收缩，血管通透性升高，加速动脉

硬化，增加脑卒中发生的风险。

我省住院医师培训不再“专科带全科”
记者昨日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我省出台《安徽省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全科医学科设置标准（试行）》，要求全科住培基地综
合慢病、老年、体检、急诊等相关诊疗业务，独立设置全科医学科，主
要承担全科教学和科研、诊疗工作。全科医学科工作人员绩效（奖

金）等待遇不低于医院同类人员平均水平，待遇落实纳入全科基地
评估考核指标。据悉，这是全国范围内首个在省级层面出台的全科
专业住培基地全科医学科设置标准。

新规提出，住培基地全科医学科重在构建全科医疗教学体系，
引导结合紧密型医联体、双向转诊等开展全科教学活动。全科医学
科要有符合全科带教要求的全科医学门诊、满足本基地培训需求的
床位；设置全科教研室，人员设置与全科医学科相一致；有稳定的、
长期的基层实践基地。全科医学科医务人员要具有全科资质。科
室主要收治诊断不明和多系统慢性疾病、内科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
为主的患者以及其他系统的基础性疾病患者；负责组织基地全科住
培教学和临床带教工作及与社区互动教学和诊疗活动等。

▋记者 李皖婷

秋冬交替，医院的“小病号”也多了。感冒、咳嗽、发烧，孩子
生病后，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使用抗生素。不过安徽省儿童医院
呼吸科主任华山表示，超时、超量、不对症使用或未严格规范使用
抗生素，都属于滥用，可能给孩子带来“四重危害”。

▋黄晔 陈思 记者 李皖婷

滥用抗生素可能导致“二重感染”
华山表示，抗生素过量使用很可能损伤神经、肾脏、血液等系

统。例如红霉素长期服用可引起肝脏损害，氨基糖甙类抗生素对
于易感儿童可导致听力下降，甚至耳聋，喹诺酮类抗生素影响孩子
骨骼发育。

使用抗生素后的过敏反应多发生在具有特异性体质的人身
上，其表现以过敏性休克最为严重。青霉素、链霉素都可能引发，
其中青霉素最常见也更为严重。过敏反应严重时可能致命。

当用抗菌药物抑制或杀死敏感的细菌后，有些不敏感的细菌
或霉菌却继续生长繁殖，造成新的感染，这就是“二重感染”。这在
长期滥用抗菌药物的病人中很多见。因此治疗困难，病死率高。

专家提醒正确合理使用抗生素
据介绍，大量使用抗生素无疑是对致病菌抗药能力的“锻炼”，

在绝大多数普通细菌被杀灭的同时，原先并不占优势的具有抗药
性的致病菌却存留了下来，并大量繁衍。而且由于药物长期刺激，
使一部分致病菌产生变异、成为耐药菌株。这种耐药性既会被其
他细菌所获得，也会遗传给下一代。“超级细菌”很大程度上就是抗
菌药物滥用催生出来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很可能使
人类面临感染时无药可用的境地。

华山提醒，正确合理使用抗生素要做到以下几点：除特殊情
况，抗菌素一般不常规用于预防感染；能不用的尽量不用；能用窄
谱的就不用广谱的；能用一种药就不联合用几种药；不能无依据更
换抗生素；不要随意减量或停服，或缩短疗程；能口服的不要静脉
注射或肌肉注射。

滥用抗生素危害大，别再给孩子乱吃

中年之后，定期体检慎防脑卒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