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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孩子远视储备，拒当“小眼镜”
健康知识宣传 

父子三人竟然都被确诊肠癌
医生：警惕林奇综合征，高危人群应定期筛查

老张今年 70岁，5年前因突然消
瘦和面色苍白被家人送到当地卫生院
就诊，当时只觉得是劳累引起的症状，
便没有深究，只配了一些补血益气的
中药让他自行回家休养。

两个月后，老张的症状不但没有
缓解，反而逐渐加重，有一次，在上厕
所时头晕摔倒，险些酿成事故。于是，
家里人不敢怠慢，将老张紧急送往医
院，CT结果显示，老张的结肠上长了一
个肿块，高度怀疑是结肠的恶性肿瘤，
而进一步的结肠镜检查，确诊老张患
有结肠癌。

老张在听到“癌症”的诊断后，宛
如晴天霹雳。在听说需要做手术切除
掉一段肠子，且手术后有可能需要肠
造口，一家人更是慌了神。

就在这一家人手足无措时，老张
拿着检查单找到了李惠利医院结直肠
外科的主任崔巍。经过周密的术前计
划，手术如期举行。术后，老张恢复顺
利，脸色开始红润，体重也逐渐增加。
出院前，崔巍得知老张有四个儿子，都
从未做过胃肠镜，建议他们尽早检查。

二儿子在父亲出院不久后，就为
自己预约了肠镜检查。没想到，他竟在

检查中发现一个结肠巨大息肉。根据
息肉的镜下表现，考虑这枚息肉已经
发生了癌变。

很快，二儿子就住进了医院，结直
肠外科一病区副主任杨少辉医生在肠
镜下为其进行了息肉摘除，术后的病
理进一步验证了之前的判断——息肉
已经发生了癌变，所幸，处在非常早期
的阶段，之后也无需进一步手术或者
放化疗，只需定期复查即可。

没过多久，30岁出头的三儿子也出
现了和父亲一样的症状，他赶紧来到医
院就诊。果然，他也被确诊为肠癌。

老张一家的噩梦从5年前开始：那一年，

他被确诊为肠癌；此后，二儿子做肠镜发现

早癌病变；老三因大便出血就医，也被确诊

为肠癌……

这接二连三的癌症，到底从何而来？经

过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结直肠外科

主任崔巍团队的不懈努力，终于发现这么多

年的梦魇都是因——林奇综合征。

1 父子三人接连确诊肠癌

一家三人接连被肠癌找上，这对
老张打击不小。他专程找到医生，试图
揭开谜底。

老张一家的症状让医生高度怀
疑，可能是林奇综合征。在医生的建议
下，老张和两个儿子进行了基因检测，
结果印证了医生的猜测。

医生解释，林奇综合征又称遗传
性非息肉性结直肠癌，是一种由错配

修复基因缺陷导致的，易患结直肠癌
和其他恶性肿瘤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综合征。

这种疾病的遗传性有多强？“在
这种遗传模式下，仅携带 1个基因突
变就可能会增加患上该病的风险。但
凡夫妻中有 1人有突变，子代成员中
每 一 个 成 员 携 带 突 变 的 概 率 都 是
50%。”

医生介绍，大部分林奇综合征的
患者都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其中，
与结直肠癌关联最为紧密，突变携带
者终身患癌风险高达 82%，平均发病
年龄为44岁。

另外，也会导致女性患子宫内膜
癌的风险约为 60%，平均发病年龄约
为50岁；患胃癌的风险约为13%，平均
发病年龄为56岁。

2 这种遗传病，平均发病年龄44岁

林奇综合征可防可治，及早干预
就能避免下一代重演上代人的悲剧。

医生提醒，如已经确诊林奇综合
征或直系亲属中有罹患结直肠癌、生
殖系统肿瘤的，建议患者和家属都进
行定期筛查——

结直肠癌筛查 携 带 MLH1 或
MSH2基因突变的林奇综合征患者应

从 20岁—25岁开始肠镜检查，如家人
在 25岁前就患有肿瘤，则筛查初始年
龄应提前2年—5年；且每1年—2年进
行一次检查。

胃癌筛查 建议患者从 30岁—35
岁开始每 3 年—5 年进行 1 次胃镜
检查。

子宫内膜癌筛查 对于携带基因

突变从 30 岁—35 岁开始，建议每 1
年—2 年进行 1 次子宫内膜活检，定
期行经阴道子宫双侧附件区超声检
查和血清 CA125检测，尤其注意异常
子宫出血。对于携带基因突变且无生
育需求的女性可考虑预防性子宫切
除和双侧卵巢输卵管切除。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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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补觉，更易早衰

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终于熬过周一
到周五的工作日，周末好好睡两天！不过，周
末补觉真的能让人“回血”、恢复精力吗？

近日，“周末补觉危害比熬夜还大”话题
登上热搜。偶尔一两次熬夜，睡个午觉或许就
能缓解，但经常熬夜，周末补再多觉也没有
用，反而会带来不少问题。

近日，一项研究显示，对 6052名平均年
龄为 50岁的参与者进行睡眠调查，结果发
现，睡眠节奏差异大的人更容易早衰。

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睡眠持续时
间不稳定、补觉较多、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
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人，生物年龄分别
大0.63年、0.52年、0.74年和0.77年。

这是因长期不规律的睡眠会造成生物钟
紊乱，从而加速机体的衰老进程，同时还影响
新陈代谢，让人变得容易生病。

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主任医师李
艳曾表示，平时加班熬夜，指望周末可以补
回睡眠，这种想法是片面的。长期剥夺睡眠，
会造成体力透支、免疫力下降，体质越来越
差。睡眠过长，脑细胞就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和养分，这就是周末睡多了反而感觉很疲倦
的原因。

——健康时报

抖腿可缓解久坐危害

抖腿是一种典型的身体语言，当它出现
时，往往意味着抖腿者正处于紧张、无聊或者
高度亢奋的状态。比如，在考试中，感到焦虑
的低分考生会忍不住抖腿，然而胸有成竹的
高分考生则没有太频繁地腿部动作。

抖腿不仅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行为，而且
通过抖腿大脑会分泌多巴胺等与愉悦情绪相
关的激素，产生“爽”的感觉。

可能有人会担忧，抖腿是否会造成健康
危害？其实，适当通过类似抖腿的动作活动一
下肌肉，反而可能缓解久坐带来的伤害。

——科普中国

冬季螨虫繁殖很猖獗

冬季为螨虫复出期，它们最适宜繁殖的
温度是30摄氏度—33摄氏度，恰恰是冬季人
体入睡时头皮的温度，在夜深人静时爬出来
在皮肤表面交配、产卵、繁殖。

加之冬季人们洗头次数减少，许多人还
习惯戴帽子，毛囊代谢产物增多，螨虫繁殖就
更加猖獗。另外，心理压力大、处于抑郁状态
或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更容易吸引蠕形螨繁
殖，甚至并发细菌感染。

多数人感染蠕形螨都是不发病的，更不
会危及身体健康，只需进行合理的皮肤清洁
及护肤即可。

——生命时报

朝左睡不会压迫心脏

朝左睡和心脏没什么关系。
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被家长这样提醒

过：“因为心脏长在左边，所以绝对不能朝左
睡，会压迫到心脏。”

从解剖角度上来讲，心脏、肺还有其他内
脏器官都是被肋骨紧紧包围、支撑并保护起
来的。向左卧睡的时候，右侧的器官并不会全
部压在心脏上面。

并且，我们的肺部是一个体积大重量小
的器官，根本不足以对心脏产生压迫。

——人民网

▲

▲3 预防林奇综合征需定期筛查

▲
遭蓄意投毒的受害者朱令去世

“铊中毒”目前尚未有特效解药
12月 23日，清华大学官方发布消

息，该校校友朱令去世。
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

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在1994和
1995年两次遭人蓄意投毒。1994年末，
朱令开始突发怪病，1995年后经网络
帮助被确诊为剧毒物“铊中毒”。虽然
经过医院大力救治解毒，但是也导致
她终身伴随严重后遗症。

“铊中毒”没有特效解药

铊的毒性本身并不很强，但一旦
中毒，会长时间毒害人体机能，并且非
常难以诊断，因此也难以救治。

急性铊中毒目前没有专门的特效

解毒药物，但可以尽早使用比如普鲁
士蓝联合血液净化的血液透析或血液
灌流治疗。

治疗原则是尽早清除毒物、减少毒
物吸收，及时清除体内的铊，以减少消
化道铊化合物的吸收；如出现神经系
统症状和其他器官功能损害时，及时
给予神经营养、对症支持等综合治疗。

生活中如何预防“铊中毒”

铊属于被国家严格管制的化学物
质，人们在生活中一般接触不到，化学
商店中也买不到。

铊能形成很多化合物，如碳酸铊、
硫酸铊、硝酸铊、碘化铊等，前三种盐

类的水溶性很好，无异味、无色、剧毒，
曾用来当作杀鼠药及脱毛剂，许多国
家现在已限制或禁止使用，但有一些
国家仍在使用。这种用途的铊可直接
污染环境，人体也可能因接触铊而受
到伤害。

避免接触铊 普通人群生活中接
触铊的机会比较少，但在一些生产一
线的工人，在接触铊时，需要戴好口
罩、手套等防护工具。

避免铊污染 在一些矿区种植食
用蔬菜注意有害物质的侵入。

避免误食铊 生活中误把铊盐当
做食盐误服的案例也有，因此如生活
工作中有接触铊盐，不要乱放、混放，
更不要食用非国家专卖的食盐。

据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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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底商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