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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

! !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胃
癌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症
之一，其中约四成的新发病例在我国，胃
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三位。胃
癌的病因复杂，发病率的增加是多因素
的结果，遗传、饮食、环境等都与胃癌具
有一定相关性。胃癌的发病高峰在 !"岁
以上。随着胃癌患者的增加及网络资讯
的爆发，对于胃癌的治疗众说纷纭，患者
及家属会有很多疑惑甚至存有误解，在
这里总结四个最受关注的问题，为大家
答疑解惑。

问 !!怎么判断是不是胃癌"

胃癌的早期症状比较不明显或仅伴
随胃部的不适，包括食后腹胀、食欲减
退，症状与消化不良、胃炎或胃溃疡相
似。如果按照其他胃部不适治疗，症状可
能得到暂时的缓解。随着病情的发展出
现明显的上腹部疼痛、食欲不振、消瘦、
体重减轻和贫血等症状，常见癌肿转移、
腹部肿块、黑便、腹水及严重营养不良。

患者出现上述症状的时候，应尽快
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及时对症治疗。医
疗机构对胃癌的检查主要依靠胃镜、腹
部增强 #$、%&$'#$等检查。在早期肿瘤
的诊断上，胃镜检查是最好的诊断手段，
胃镜检查直观清晰，可直接观察到胃黏
膜的病变，尤其是对隆起、膨胀、溃疡型
病变，可同时进行活检，即吸取胃黏膜上
的活体组织送病理室检查，进而很快得
到明确诊断。病理学诊断是目前诊断肿
瘤的最佳标准。

一言蔽之：患者切勿按症状对号入
座，一切以胃镜后的病理报告为准！

问 "!发现了胃癌怎么办"

首先，肿瘤虽然可怕，但并不是没有

治愈的可能，胃癌患者术后 !年生存率
近 ("年来不断提高。患者及家属不能一
开始就被恐惧打倒，让自己冷静下来应
对接下来的治疗工作才是最佳选择。

其次，根据医生建议进一步完善 #$

等相关检查，配合医生制定适合患者的
治疗方案。

许多患者会纠结于新辅助放化疗的
副作用太大不愿意做，可不可以尽快手
术等问题。必须承认放化疗作为杀死癌
细胞的主要方法，副作用的确很大。但是
比起任由癌细胞扩散，这种副作用未尝
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加上随着医疗水
平的提高，医生也会采取多种途径减轻
放化疗的副作用。至于手术时间，则需要
结合患者的身体状态安排。

总之，拿到胃癌诊断后，保持好的心
态，积极治疗，医生会结合临床经验以及
患者的各项检查资料为患者制定最适宜
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问 #!全胃切除还是部分切除"

任何术前检查都不能完全判读出精

确的手术方式，肿瘤位置的细微差异就
有可能导致手术方式的改变。

肿瘤的手术原则是切缘要距离肿瘤
('!厘米，所以不论以何种手术方式，都以
根治性手术为主，对肿瘤进行完全清扫，
不要有残留，这是医生最主要的考量。

至于没有了胃怎么办也不需要过于
担心，胃的功能有限，切除后它的功能会
由小肠取代，全胃切除后患者是正常饮
食的。

手术方式在手术前医生只依据检查
报告并做出初步判断，具体的手术方式
只能术中决定！

许多高龄胃癌患者家属会顾虑老年
人恢复能力较差，不敢手术。随着医疗技
术的进步，早已不乏高龄老人术后康复
的案例。

问 $!术后饮食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一定不能再抽烟喝酒，不吃辛
辣的刺激性食物，不碰含有亚硝胺、多环
芳烃类化合物、黄曲霉毒素等强致癌物
的食物。康复期内，尽量不要吃容易引起
肠黏连的食物，如汤圆、糯米、粽子等，也
不要吃难消化的食物。

其次，要注意术后营养问题，不要担
心忌口，盲目忌口反而导致营养摄入不
足影响恢复，对食物要细嚼慢咽帮助消
化，建议选择清淡、易消化、高能量和高
蛋白绵软食物为佳。

西医不讲究忌口，术后与正常饮食
并没有很大区别。其实，关键在于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

综上所述：胃癌并不是洪水猛兽，胃
不舒服一定要尽早到医院做检查，千万
不能忽视小毛病。

张敏（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胃肠外
科副主任医师! 图 !"

! ! ! !国庆 )天长假就要来临，你的假期规
划出炉了吗？想必有不少人对过节很是头
痛。要购买很多节日必需品，要去父母、公
婆或岳父母家中团聚，而自己的生活还一
团糟：衣服还没洗，家里还没打扫，秋衣秋
裤厚被子还没拿出来晒，想想要过节就心
里好烦。旅行出游到哪儿都人山人海，节
假日的消费花钱如流水，亲友闺蜜相聚想
去吃顿好的，米其林餐厅却连订位都订不
到……因此，有很多人会选择逃避节日，
觉得这是无意义的行为。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很多人以为人生在世重要的就是忙
着工作忙着挣钱，在忙忙碌碌中忽略了最
该珍惜的东西。现代人生存的缺点之一就
是仪式感的缺乏。
什么是仪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

活中常见的跨年、各大节日、纪念日、生
日、结婚、葬礼等等。人藉由这种仪式带来
的仪式感给自己一种强烈的自我暗
示———我需要做些什么。例如，中秋节要
吃月饼，端午节要吃粽子，重阳节要回家
看望父母，情人节要给爱人送礼物……恰
当的仪式能帮助我们营造一种心态，升华
一种情感，激励一种行为，汲取一些能量，享受一种新的
境界。有效地利用“仪式”对我们心理健康有重要的意义。
有些仪式是社会群体创造的，有些仪式是留给自己

的。通过仪式，我们会回忆、总结、展望：回忆曾经发生的
事情，总结已经经历的过往，展望尚未到来的时光。这些
回忆、总结、展望，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所评估、有所反
省、也有所期待。

所以，不要再厌烦各种仪式了，就是这些仪式，带领
我们经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阶段。如果说跨年没有意义，
节日没有意义，周年没有意义，那么我们渺小的点滴成
长———我们的出生、相爱、繁衍、死亡，对于整个宇宙，又
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快乐地拥抱所有的节日吧！买点小
礼物，回家看看亲人，我们相互之间温暖的陪伴就是仪式
存在最大的意义。
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吃饭……

江敏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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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饮酒可致心动过速
孙宝贵教授介绍，近年来，在节假日期间

出现的心脏病患者越来越多。这与节日期间饮
食、作息及户外活动不规律有很大关系。再加
之秋天温差大，慢性病患者的血管张力容易受
外界气温影响，引起血压不稳，易引发心血管
意外事件。
据了解，“假日心脏病”的患者多数为青壮

年，且以往并无心脏病史，在节假日期间连续
或多次过量饮酒，出现心悸、胸闷、气促、不典
型的胸痛或晕厥等症状，体检和心电图检查结
果显示明显的心律失常。
孙教授指出：“无论是葡萄酒、啤酒还是烈

性酒，过量饮用都会因酒精及其代谢产物延迟
心肌的传导时间而导致折返发生，从而改变心
肌不应期。这些因素都会使得过量饮酒者易发
生快速性心律失常、阵发性心动过速，甚至心
房扑动或心房纤颤等多种异常心脏节律。”
孙宝贵教授提醒，节日期间美味佳肴多，

面对美食切记要注意“食有节”。暴饮暴食不仅
会增加肠胃负担，而且还会引发心律失常。“有
些人在吞咽食物 *到 +秒钟时可突发心悸、头
昏甚至昏厥，有的会出现心动过速、频繁早搏，
有的则发生心动过缓、传导阻滞，‘狼吞虎咽’
时症状更明显。”

过度劳累也可改变心脏节律
假期里，子女回家和父母团聚，打破了老

人原有的生活规律，再加上外出旅游的活动增
多，容易使老人过度劳累，对于有心血管病的
患者，会使心脏的负担明显加重，心肌需氧量
突然增加，可使心律不稳定，出现房性早搏或
室性早搏，甚至诱发室上性心动过速。

孙教授特别强调，金秋时节恰逢国庆长
假，有些心脏病患者可能会三五成群出外旅
游，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保证精力充沛，避免
参加运动强度过大的体育锻炼，清晨傍晚时分
可以外出散步、打太极拳等。

据介绍，日常生活中，很多心律失常患者
都存在睡不好觉的情况，这是因为一方面患了
心律失常以后患者心理负担比较重，容易引发

焦虑或抑郁导致失眠；另一方面，心律失常的
发生与睡眠关系密切，睡眠不佳会加重心律失
常患者的不适感觉，频繁发作的心律失常对睡
眠有害无益。对此，孙教授建议，节日期间，心
血管疾病患者要保持充足的休息与睡眠，不宜
采取俯卧的睡姿。“因为俯卧会压迫心脏和肺
部，影响呼吸。心律失常患者以及心脏病患者
可采取右侧卧位，身体自然屈曲，这样有利于
血液的回流，不让心脏承受过多负担。如果是
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可采取半卧位或 *"!坡度
卧位。”

五招帮助缓解心动过速
如果日常生活中突发心跳加速的情况该

怎么办？孙宝贵教授表示，可以通过以下五种
应急方法来缓解不适的症状：

,- 呼吸憋气法：在深吸气后憋住气，直至
不能坚持屏气为止，然后用力作呼气动作。

(- 刺激咽喉法：用手指或压舌板刺激咽
喉部，引起恶心、呕吐，可起到终止发作的作
用。

*- 压迫眼球法：闭眼向下看，用手指在眼
眶下压迫眼球上部，先压右眼。同时搭脉搏数
心率，一旦心动过速停止，立即停止压迫，切勿
用力过大。每次 ,!秒钟，压迫一侧无效再换对

侧，切忌两侧同时压迫。但需要注意的是，青光
眼、高度近视眼患者禁用此法。

.- 压迫颈动脉窦法：患者处于平卧位，家
属帮助压迫一侧颈动脉窦（在甲状腺软骨水
平，颈动脉搏动处压向颈椎），每次 ,"'("秒，
无效时换另一侧。压迫时动作宜轻巧，不宜用
力过猛，同时应摸脉搏以监测心率。若发现心
率突然变得规则而正常，应立即停止压迫。不
能两侧同时压迫，以免引起脑部明显缺血。然
而，既往有颈动脉过敏史及脑血管病史者禁用
本法。

!- 潜水反射法：可强烈兴奋迷走神经。方
法是用 !"左右的冰水浸湿毛巾或冰水袋敷
到整个面部，每次 ,"',!秒，一次无效时可每
隔 *'!分钟再试 ,次。成年人可取坐位，前方
桌上放一盆低于 !"的冷水，病人深吸气后屏
住气，立即将面部浸入冷水中，持续 *"秒左
右。无效者休息数分钟后可重复本法。本法对
成年人不易控制的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常
能奏效。
孙宝贵教授指出，亲友聚会少不了把酒言

欢，往往容易造成情绪激动，肾上腺分泌增加，
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造成心脏负荷加重、
冠状动脉痉挛，因此，他建议病人在节日期间
也应保持良好的心态。

暴饮暴食、过劳饮酒增加心脏负担

别让国庆长假“乱”了心
! 吴瑞莲

! ! ! !孙宝贵

主任医师#教授#国务院政府津贴

享受者#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终身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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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会的委员#常委#副主任委员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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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心律失常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尤

其在心脏起搏% 心脏电生理和射频消

融术'以及 '()等介入性心脏病治疗

手段方面有特殊专长&

中秋小长假刚过，7天的国庆长假也近在眼前。节假日里，亲朋好友
会聚在一起，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其乐融融。但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终身院
长孙宝贵教授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在节日里只顾着满足口腹之欲、一时之
快，却忽视了心脏健康。因为暴饮暴食、过量饮酒、过度劳累很可能会引发
心脏事件，造成各种严重后果。孙教授建议，预防“假日心脏病”，尤其是心
血管疾病患者在节假日更应该生活规律，注意饮食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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