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本报专刊部主编 ! 第 "#$期 ! 2018年7月30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潘嘉毅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pjy@xmwb.com.cn

!!

扫码关注新民

康健园官方微信

专家点拨

无影灯下

改良手术打破宫颈癌传统治疗模式

HIFU无创治疗
子宫肌瘤

! ! ! !宫颈癌是目前已明确病因的恶性肿瘤，由
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在女性生殖道
持续感染引起，原发病灶在子宫颈部。其发病
率在我国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排第一位。

为了维护患者的健康与生命，近三十年
来，宫颈癌的治疗技术不断改进，从标准化的
“宫颈癌广泛根治术”发展为尽可能保留功能
的个体化手术，对此，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妇科祝亚平教授提出，每一次技术变
革都是在先进理念和方法的引领下实现的。首
先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如果有生育要求，对于
早期患者，就要尽量保住子宫。

!大刀阔斧"斩癌魔#保命却失去生活

宫颈癌可以手术治疗也可以放射治疗。
传统的手术方式为宫颈癌广泛根治术。因为
人们惧怕恶性肿瘤，担心复发、转移，所以手
术切除的范围都非常大，对机体的破坏也很
大。传统手术的标准是将肿瘤及其周围 $厘
米范围内的组织全部切除。手术的结局是整
个盆腔内的解剖结构发生改变，由于切除了
部分植物神经纤维，导致盆腔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这是子宫根治术后较为常见的并发症。
祝亚平教授介绍，传统手术确实可以有

效治疗恶性肿瘤，降低其复发、转移的风险，
是治愈宫颈癌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但同时也
存在很多问题。“大刀阔斧”的广泛根治术虽
然能保住患者的性命，但同时也可能使患者
失去很多生理功能，很多女性术后排尿、排便
功能障碍，性生活受到影响，有的患者术后终
身带着导尿管生活。患者迫切希望有更好的
治疗方法，既能保住性命又能留住生理功能。

改良手术理念引领个性化运用

保留盆腔植物神经的手术，最早是日本
在上世纪 %&年代开始开展的，国内从 '&年
代开始尝试这样的手术方法，但是由于植物
神经很难跟周围组织区分开来，所以这一手
术开展得非常艰难，手术效果不尽如人意。
同时，国内外有学者开始探索“改良化保

留神经手术”的理念，也就是有些肿瘤较小、
相对早期的病人，一般手术切除范围在子宫
周围 (厘米以内，就不会影响到盆腔植物神
经。祝亚平教授表示，为了女性的健康，首先
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如果有生育要求，对于早
期患者，就要尽量保住子宫。根据宫颈癌不同
级别采取不同的保留术式，为患者打造个体
化的治疗方案。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尽
可能地保留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个体化的缩小手术切除范围并不是轻易

可以决定的，要有足够的依据和不低于传统
手术的生命保障。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前哨淋
巴结是宫颈癌淋巴转移的“第一站”，通过前
哨淋巴结的病理检查结果，可以较为准确地
评估宫颈癌的预后，从而决定手术切除的范
围。这一前沿检测技术已应用于宫颈癌手术
方式的选择与判断。

预防宫颈癌#正确解读
!"#

疫苗

很多恶性肿瘤都没有明确有效的预防措
施，幸运的是，宫颈癌的发病原因已经明确，
与 !"#（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有关。!"#疫
苗问世之后，国外的临床应用经验证明，能
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而注射疫苗的后
续作用亦处于临床观察与密切关注之中。祝
亚平教授就人们普遍关心的两个问题进行
了解答———

问!注射 !"#疫苗后还会得宫颈癌吗!

答!!"#病毒有很多种，其中与癌症相
关的主要有 )$种。目前国内上市的 !"#疫
苗主要有二价疫苗、四价疫苗，九价疫苗也即
将上市，涵盖了与宫颈癌发病相关的大部分
!"#病毒类型。其中二价和四价疫苗可以预
防 *+,的宫颈癌，九价疫苗可以预防 -+,.

'&,的宫颈癌。
问!男性有必要注射 !"#疫苗吗!

答!!"#病毒的传播途径是性接触，主
要对女性造成不良后果，由于女性宫颈上皮
的特殊结构及女性特殊的生理变化，主要引
起子宫颈癌，还可以引起阴道癌、外阴癌、肛
门癌等。男性虽然可以传播 !"#病毒，但是
!"#病毒对男性的影响较小。男性也可以接
种 !"#疫苗，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减少自
身阴茎癌、肛门癌的患病风险，二是降低女伴
!"#感染的几率。但通常情况下，只要女性
接种了 !"#疫苗，就大大降低了感染的风
险，即使接触的男性携带 !"#病毒，接触的
女性也不会被感染。
除了注射 !"#疫苗外，早期筛查对宫颈

癌的预防也很重要。宫颈癌有一个很长的癌
前期，发展为宫颈癌需要 *!)&年。成年女性
应坚持每年妇科体检。一旦发现肿瘤，及时治
疗，完全可以保住子宫甚至部分宫颈，患者的
生理功能就不会受到影响，也没有生命威胁。

金平 胡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 ! ! !近日，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了《中国睡眠
诊疗现状调查报告》和《/&)-年中国互联网网
民睡眠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睡眠障碍患
者约有五六千万，而接受诊治的患者不足
/,，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失眠大军”。因此，
不要让睡个好觉成为一件“奢侈品”。正确认
识失眠以及预防和治疗失眠，显得非常重要。

查明原因医治失眠

很多患者并不把失眠当做一种疾病，医
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告诉他，你患了“睡眠疾
病”。失眠是睡眠疾病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即
俗称的“睡不着”，包括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
难、早醒、睡眠质量下降和总睡眠时间减少

（通常少于 %0+小时），同时还伴有白天疲劳、
情绪低落或易激惹、身体不适、认知障碍等。

失眠者不少是有原因的，如工作学习压
力大、心理紧张焦虑、抑郁、睡眠节律紊乱以
及手机等电子产品屏幕发出的蓝光刺激视神
经使大脑产生“困意”的褪黑素大量减少等。

环境心境协同配合

最佳睡眠时间是晚上 12时，若放宽时间
区间，其中老年人是晚上 '时，中年人是晚上
12时，年轻人是晚上 11时。正常成年人的睡
眠时长在 *到 -小时，最少不能少于 %小时。
怎样更好地促进睡眠呢？

第一，进行自我训练，每天近乎固定的时
间起床及就寝，周末也不要相差很大，实现真
正的规律休息。

第二，睡前 3到 %小时内避免喝咖啡、浓
茶或吸烟等兴奋性物质；睡前不要饮酒，特别
是不能利用酒精镇静助眠，酒精或许可以帮
助入睡，但实际上并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

第三，尝试每天适度锻炼，但睡前 $到 3

小时内避免剧烈的运动。建立每天晚上睡觉
之前要完成一个“仪式”，比如洗澡、阅读或者
欣赏舒缓的音乐等。

第四，睡前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一些不
容易消化的食物。
第五，睡前 1小时内不要做容易引起兴奋

的事，如过度用脑或观看场面刺激的影视节目。
第六，创造有利于睡眠的环境。卧室的光

线宜暗，建议拉上窗帘；卧室应安静舒适；保
持适宜的温度；床垫宜相对坚实，基于自己的
喜好选择一个舒适的枕头。

青少年禁用褪黑素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内外专家
非常重视失眠的诊断和治疗。而药物是治疗
失眠的重要方法之一。常用的有苯二氮受体
激动剂、褪黑素和褪黑素受体激动剂以及抗
抑郁药物。这些药物都应在医生指导下严格
遵照医嘱规范使用。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褪黑素。大脑松果体
产生褪黑素，褪黑素可以改善睡眠。褪黑素受
光线控制，晚上关灯拉上窗帘，褪黑素分泌就
会增加，睁眼一看见阳光，褪黑素的分泌就减
少了。如果夜里开灯或频繁活动，褪黑素的分
泌就会被抑制，使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影响，
进而不利于身体健康。

褪黑素还可以调整时差，纠正时差反应，
还可以抗衰老和祛斑美白。32岁前不需要补
褪黑素，否则会造成体内很多功能退化。32岁
后可以补充褪黑素，但需咨询医生，检测褪黑
素分泌水平，根据结果选择补充褪黑素的药
物。切记，不要给青少年服用褪黑素。

总之，告别“失眠大军”，就要做到未病先
防，既病防变。而做到未病先防，就要先培养
健康的睡眠理念。只有接受了健康的睡眠理
念，才有可能关注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最
终做到防患于未然。

王玉珠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

临床药师$ 本版图片 "#

! ! ! ! 32岁的王女士三年前因月经量过多发
现子宫肌瘤，当时肌瘤有 *厘米大小，于是在
医生的建议下做了肌瘤切除手术。之后定期
随访 4超，没想到今年体检又发现子宫肌
瘤，而且有 +厘米大小，医生再次建议她开
刀。可王女士不想再手术，于是她辗转各大
医院就诊，希望能找到既可以治疗子宫肌
瘤，又不用留疤，还不用上麻醉的方法。她一
度寄希望于药物，但医生告诉她药物治疗只
可短期使用，虽然可以控制肌瘤生长，甚至
使肌瘤缩小，但停药后往往会反弹。就在她失
望之时，一种叫做 !567的新治疗方法可以
满足她的要求，而且如果肌瘤复发，可以反复
多次治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妇科顾丽君医师介绍，!567又称海扶刀，不
是真正的手术刀，是能量系统，全称是高强度
聚焦超声，可以使肿瘤凝固死亡，产生和手术
切除类似的效果，其治疗原理主要是利用高
强度超声产生的热效应使聚焦处的组织瞬间
凝固性坏死，周围组织无显著损伤，坏死组织
可逐渐被吸收或瘢痕化。
提到超声，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4超和彩

超，一般的超声不会引起组织损伤，但 !567

是一种高强度超声，通过聚焦，使能量成倍增
加，最终达到破坏肿瘤的效果。这就好比一般
的阳光是不能引起火柴燃烧的，但是通过透
镜将阳光聚焦于火柴头就可以引起火柴自
燃。由于坏死的肿瘤是逐渐吸收的，所以，!567
治疗后瘤体不是马上消失，而是逐渐缩小。

!567是一种治疗子宫肌瘤及子宫腺肌
症的新方法，它无需麻醉、属于无创治疗———
腹部不留疤痕；不损伤子宫———缩短了常规
手术后的避孕等待时间，为患者带来福音。

凌婉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妇科）

失眠人群日益壮大
“睡好觉”竟成“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