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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掏耳朵近10年，竟“掏”出癌症
医生：外耳道癌多见于40岁至60岁的成年人

广东 50 多岁的周先

生，喜欢随手拿起挖耳勺

掏耳朵，一天不掏，浑身

不自在，这个习惯持续了

将近 10 年。直到最近，周

先生左耳痛、耳流脓，他

到医院就诊，才发现外耳

道竟长出恶性肿瘤。

刚发现耳朵不适，周先生自己买
了 滴 耳 液 和 口 服 抗 生 素 ，症 状 非 但
没有好转，还出现了脓中带血。

周先生非常担心，几经辗转 ，来
到 南 方 医 科 大 学 珠 江 医 院 耳 鼻 咽
喉 头 颈 外 科 中 心 主 任 张 宏 征 门 诊
就诊。

张宏征发现，周先生左外耳道长

了 淡 红 色 肿 物 ，结 合 他 长 期 的 掏 耳
朵习惯，怀疑他很可能是外耳道癌。

医生立即为周先生进行外耳道肿
物病理检查，结果证实，周先生患的是
罕见的“左外耳道鳞状细胞癌”。

“耳朵也会得癌症？”周先生十分
惊 讶 ，更 为 自 己 长 期 养 成 的 坏 习 惯
后悔不已。所幸，经过手术切除，并

辅以放化疗，周先生恢复良好。
珠江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

心 主 任 张 宏 征说，周 先 生 长 期 掏 耳
朵刺激外耳道表皮，引起皮肤渗出，
恶 性 循 环 使 得 耳 道 里 长 出 新 生 物 ，
诱发外耳道癌。尽管这样的 病 例 相
对 极 端 ，但 依 然 需 要 提 醒 挖 耳 爱 好
者注意。

1 外耳道长出恶性肿瘤

2 外耳道癌容易漏诊

外耳道癌是一种少见的恶性肿瘤，
约占头颈部肿瘤的0.2%，总体发病率约
为 1/100万人，属于罕见病，容易漏诊，
确诊时往往已属于局部晚期。

外耳道癌临床表现不典型，初期易
误诊为外耳道炎或中耳炎，主要临床表
现为：

耳流脓 可为血性分泌物。外耳道

鳞状细胞癌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慢性化
脓性中耳炎或外耳道炎病史。

耳痛 当肿瘤累及局部神经、骨质
时，可引起耳部疼痛，抗生素及止痛药
难以缓解，外耳道腺样囊性癌患者早
期即可出现间歇性耳痛，并成为首发
症状。

听力下降、耳鸣、耳闷、眩晕 当外

耳道肿块阻塞外耳道或累及中耳甚至内
耳时，可出现耳闷、耳鸣、听力下降以及
眩晕等症状。

其他症状 晚期肿瘤因侵犯范围扩
大，可出现相应面神经及后组颅神经麻
痹症状，如面神经麻痹、声音嘶哑、饮水
呛咳以及吞咽困难等，侵犯颞下颌关节
可出现张口受限。

3 频繁挖耳是主要诱因

外耳道癌多见于 40岁—60岁的成
年人，和多种高危因素相关：

反复的上皮刺激 习惯性挖耳、长
期的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和外耳道炎均有
诱发外耳道癌的风险。

电离辐射 在亚洲人群中，头颈部
放射治疗是外耳道鳞状细胞癌的重要诱
发因素。经过放疗后的鼻咽癌患者，外耳
道鳞状细胞癌的发病率大约为 0.15%，

较健康人群高出1000倍。
遗传因素 一些特定的遗传突变，

可能增加患者罹患肿瘤的风险。
其他因素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感

染，可能是外耳道癌的诱发因素，反
复发作的外耳道乳头状瘤有恶变的
倾向。

据了解，外耳道癌的治疗以手术切
除为主，同时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也可

以作为很好的补充。外耳道癌的预后一
般与分期、病理类型相关，早期外耳道癌
手术切除后预后较好，5年生存率可达
到90%—100%。

医生指出，大家平时应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尽量避免外耳道癌的危险因
素，有相关症状时及时就诊，做到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

据广州日报

▲

发烧不吃“高蛋白”
或会妨碍疾病康复
发烧时，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这样的

建议：少吃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会加重
发烧。可另一方面，能量和营养不足，自
愈力会下降，康复也变得缓慢。

那么，发烧后到底该不该吃“高蛋
白”呢？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教授范志红表示，发烧病人吃高蛋
白食物可能会有“副作用”，但从另一方
面来说，和病毒、支原体、细菌持续开战，
也是一件非常消耗营养的事情。

发 烧 时 ，身 体 处 于 高 代 谢 状 态
中，蛋白质分解加速。此时，如果没有
营养支持，身体就只能分解肌肉和脂
肪，消耗营养储备。那些原本肌肉薄
弱、营养储备少的人，康复过程就会
更加艰难。

如果连着两三天甚至更久吃不下
东西，只喝点汤水，或者吃得太少，也
会妨碍到疾病的康复。

——生命时报

阴干的衣服发臭
可能会引发疾病
春季，天气多变，衣服洗完后如果遇

上阴雨天，就只能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
了。但这样阴干的衣服，总是感觉“臭臭
的”。衣服阴干会致病吗？

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状态下，比较容
易滋生细菌、真菌等微生物。这些微生物
大量繁殖后会释放大量气体，因此衣服
会出现异味，闻起来“臭臭的”。

阴干的衣服中，可能含有大量微生
物，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可能
会直接导致一些感染性疾病与过敏性
疾病。

衣服在潮湿环境中滋生的细菌或真
菌可能会被吸入人体，导致呼吸道感染，
甚至可能会引发炎症。

有些细菌或真菌的病原体对人
体有致敏作用，可能会使人体产生一
系列过敏反应，比如常见的哮喘、荨
麻疹等。

——老年日报

临睡前吃钙片效果好
胃不好的人要随餐吃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骨量开始
逐渐减少，大家对于如何正确补钙却
存在诸多困惑。钙片到底该怎么选、怎
么吃呢？

最佳补钙时间是临睡前，这是一天
中骨骼对钙的吸收力度最大的时间。
血液中钙的浓度在后半夜和早晨最
低，因此在临睡前补充钙，能为夜间的
钙代谢提供充足的原料，增加血液中
钙的浓度。

虽然晚上服用钙片效果比较好，
但是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尤其像胃酸
减少或者是萎缩性胃炎的人，本身的
胃酸分泌就少，在晚上的时候可能胃
酸会分泌更少，那么这种人更应该随
餐吃。

——长江日报

“16：8”吃饭法是否科学

间歇性禁食，增加心脏病死亡风险

▲

近日，美国心脏协会会议上提交的
新研究，每天进食时间控制在 8小时内
的间歇性禁食方法可能与心脏病死亡风
险上升相关。

每天只在8小时的窗
口期内进食

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间歇性禁食
指限制进食时间，在每天或每周的一段
时间内不进食。这项研究重点关注的是
一种“16：8”间歇性禁食法，即每天只在
8小时的窗口期内进食，剩余的 16小时
里禁食。此前一些研究显示，限时进食可
以改善多项心脏代谢健康指标，比如血
压、血糖和胆固醇水平等。

新研究分析了一个科研调查，在
2003年至 2018年收集的约两万名美国
成年人（平均年龄49岁）的饮食习惯数
据，并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003
年至 2019年年底的人群死亡数据相比
较，发现每天仅在 8小时内进食的人群
与遵循每天在 12小时至 16小时内进食
的传统饮食模式的人群相比，前者因心
脏病死亡的风险高91%。

间歇性禁食，患病风
险会更高

这项基于观察分析的研究还发现，
如果遵循这种间歇性禁食方式，患心脏
病或癌症的人群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
险就会更高。限时进食并不能降低任何

原因导致的总体死亡风险。
该研究主要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系主
任钟文泽说，对于病患，尤其是心脏病或
癌症患者，了解 8小时进食窗口与心血
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之间的关联至关重
要。该研究结果鼓励公众更谨慎地选取
饮食模式，采取个性化方式，确保其符合
个人健康状况以及最新科学研究证据。

美国心脏协会指出，所有在该协会
会议上提交的研究报告，在正式发表于
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前都被视为初步研
究。钟文泽也表示，尽管这项研究发现了

“16：8”间歇性禁食法与心脏病死亡风险
之间的可能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限时
进食会导致心脏病死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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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