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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粒子”大作为
高邮市中医医院肿瘤科副主任中医师王晓庆

说起恶性肿瘤治疗，大家也许
对放化疗并不陌生，传统的肿瘤放
化疗副作用交大，近年来一种新型
的治疗方法肿瘤粒子植入术，解决
了肿瘤的局部问题，同时全身几乎
没有不良反应。粒子植入术全称为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是一
种将放射源指在 CT、B超直视下利
用特殊穿刺针将放射性的细小粒
子植入肿瘤内或受肿瘤浸润侵犯
的组织中，通过短距离射线持续释
放在一定时期内连续不间断地作

用于肿瘤，抑制和杀灭肿瘤细胞（最大作用时间 30-60天），从
而使局部肿瘤得到最为有效地杀灭。120天后放射源代谢分
解。同时，由于放射性粒子只对局部持续作用，因此对肝肾及
全身脏器功能影响几乎没有影响，不良反应较轻。同时该项技
术可与放疗化疗、生物治疗、靶向治疗有效结合提高疗效。

该项技术于 2000年，由北京大学三院引进国内，经过多
年的努力完善成熟，目前成为多种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
由于方便，副作用小，疗效确切，深受患者好评。我科紧紧跟踪
肿瘤治疗的新技术，于 2015年 10月正式引进该技术，到目前
为止，已开展 50余例粒子植入术，有乳腺癌，肺癌，肠癌，皮肤
癌，纵膈恶性肿瘤等，无一例手术并发症，疗效确切。现将其中
部分病例介绍给大家。

王某 ，男，贲门癌腹腔转移家属病人拒绝放化疗，予以粒
子植入并口服卡培他滨治疗，腹腔淋巴结完全消退。

李某，女，左乳癌术后多发性转移，胸壁转移灶疼痛剧烈，
予以局部粒子植入术后局部病灶消退，疼痛消失。

放射性碘 125粒子治疗肿瘤的适应范围：针对早期、中期
和晚期实体肿瘤的患者，以及不愿意或不适合手术、放疗、化
疗的患者进行根治性微创治疗。具体如：1、头颈部肿瘤:鼻咽
癌,腮腺癌,口腔癌,扁桃体癌,上颌窦癌,头皮鳞癌等；2、胸部肿
瘤:食管癌,肺癌,乳腺癌等；3、消化系统肿瘤:胃癌,肝癌,直肠
癌,胰腺癌,胆管癌等；4、神经系统肿瘤:胶质细胞瘤等；5、生殖
泌尿系统肿瘤:前列腺癌,膀胱癌,子宫颈癌,阴道癌,卵巢癌等。

作者简介：
王晓庆，副主任中医师，扬州市中医学会青年委员会委

员，中国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 CSCO会员。从事肿瘤内科工
作十余年，曾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广东中医学
院附属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天津北辰医院肿瘤中心进修
学习。在高邮地区率先开展肿瘤粒子植入术（体内伽马刀系
统），擅长多种恶性肿瘤中西医治疗，化疗，分子靶向治疗，免
疫治疗等。在省级以上医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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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防“寒邪”牢记三字经
高邮市中医医院名医馆主任中医师丁国培

中医里有“六邪气”，分别为风、
寒、暑、湿、燥、火，其中寒性凝滞。进
入冬季，天气寒冷，寒邪由外而入，主
要侵袭人的头部、肩颈、背部、口鼻等
处。时下，正值 "小雪 "节气，在日常
生活中应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寒邪侵犯身体。就冬季
如何养生，笔者提出几条建议。

头和脚最易受寒
寒邪容易侵袭人体五个部位，头、肩颈和背部、口

鼻、前胸和腰腹、腿脚，其中头和脚最易受寒。
头为“诸阳之会”，突遭雨淋或不戴帽子，寒湿会

侵袭头部，出现头痛、头昏、头部沉重的感觉。晚上洗
头后湿头发睡觉，也容易遭受寒邪侵入，所以，一定要
擦干、晾干或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后再入睡。

肩颈和背部受寒日久，可引起颈椎病、肩周炎、背
痛等病症，最简便的缓解方法是在洗澡时调高水温，
用热水冲大椎穴五六分钟。

中医总说“寒从足下生，病从寒中来”，一些人甚
至秋冬不穿袜子，很容易诱发老寒腿、膝关节炎等。每晚多用热水
泡脚，可以促进腿脚血液循环。

驱寒牢记“三字经”
人冬后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一些措施，牢记“三字经”，防

止寒邪侵犯身体。
顺时令

多吃水果蔬菜，如苹果、萝卜、白
菜等。一日三餐有规律，晚餐宜清淡、
易于消化。

晒太阳
午后太阳当头之时，晒 20分钟

左右，可起到通畅全身经脉、养脑补阳的作用。
迈开腿。“动则生阳”，阳气足，寒湿就容易排

出。冬季节可以选择天气暖和的时候到公园慢跑、
散步、骑车等。

少熬夜
熬夜的人大都有类似的感受：一到凌晨三四点

钟，就会手脚冰凉、浑身发冷、脑子不听使唤，这其
实就是熬夜内耗气血，寒邪趁虚入侵人体，导致经
络阻塞的表现。因此，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以防寒邪
伤身。

不发怒
越是冬季，越要把控好情绪，用恰当的方式宣

泄情绪。特别是中老年人，要高高兴兴待人待事。
作者简介：
丁国培，主任中医师，扬州市中医学会理事，高邮市医学会中

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邮市首届名中医。毕业于南京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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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患者冬季怎样调节防范
高邮市中医医院 呼吸科 主任中医师 吴孝田

冬季是慢阻肺病的高发期。医
院呼吸科病房住院人很多，在冬季，
慢阻肺病患者应怎样注意生活中的
自我调节，防患于未然呢？

1、注意保暖
冬季早晚温差较大，中老年人在锻炼时应有适宜

的“温度缓冲”，不要过早晨练，最好在早饭后 9～10点
钟风和日丽时再锻炼，多晒太阳可促进钙质合成和吸
收，在外出活动时要注意添加衣服，尤其要重视手部、
头部、面部的保暖，宜戴口罩、手套和帽子。因为这些部
位受寒，可引起末梢血管收缩，加快心跳或冠状动脉痉
挛。

2、慢起床
应在清晨醒后养神 5分钟再起床活动。因为清晨

人体的肺部功能较弱，同时血管应变力也较差，骤然活
动易引发脑血管疾病。早上醒来后，须先在床上躺一会
儿，待“醒透”后再起床，避免剧烈咳嗽、心绞痛、中风等
发作。冬季慢阻肺病人的心脑血管也属于比较脆弱的，剧烈咳嗽

会引起血压的骤然波动，冠心病的
高发原因都与此有关。

3、规范服药
慢阻肺合并高血压的病人，一

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降压药物的
调整。服药时间视患者情况而定，如果凌晨血压较
高，建议每天醒来吃止咳药，合并降压药，如果上午
血压高，可在早饭后吃。

4、适量运动
要根据身心情况锻炼身体，每天有氧运动不少

于 30分钟，注意不要选择爬山、跑步、打球等激烈
运动项目。

作者简介：
吴孝田，主任中医师，内科副主任，江苏省肺系

专业委员会委员，扬州市医学会呼吸委员会委员。
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在扬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江苏省人民医院进修，从事呼吸内科工作 10余

年。先后在省级以上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心血管病患者冬季该咋补
高邮市中医院 名医馆 副主任中医师 薛智谷

合理营养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病患者冬
季保健的一项重要内容，高血压、心脑血管病
患者要保持膳食营养均衡，五谷杂粮都要摄
入。中医认为，冬季是精气匿藏的时节，此时
由于气候寒冷，人体对能量与营养的要求较
高，而且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相对较强，适当
进补不仅可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还可为来年的健康打下基础。

食补 对有畏寒怕冷、气短乏力等症状的气虚阳虚的心脑血
管病患者，可选择一些有甘温补益之功食物食用，比如羊肉、鸡
肉、兔肉、桂圆以及大豆制品，而有性情急躁、手足心热、食少、便
干、水肿等症状的阴虚内热的心脑血管病患者，可适当选择一些
有补虚、除热、和脏腑、利水道之功的鸭肉、鹅肉以及百合、山药、
糯米及绿豆制品。桂圆含人体所必需的蛋白质和葡萄糖，易于人
体吸收利用，糯米可健脾养胃，从而达到补气养血的目的。在寒冷
时节喝一碗用桂圆与糯米熬制的桂圆粥是很有益的。

药补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选择药物。有
益气、温补、活血之功的中药，如人参、黄芪、丹参、当归等对体虚、
食欲不振、精神疲乏等体征的心脑血管病人来说较为适宜。有明
显气血不足的心血管病患者，冬季可进补阿胶；有怕冷、腰酸等阳
虚表现的患者，可配入黑芝麻、核桃仁等；平时脾胃虚弱者，可加

入陈皮、山药煎液以防伤胃。以上诸品，
或可炖鸡、炖鸭，或可熬汤，患者可根据
自身情况请医生进行具体指导。但也有
一些老年人，内有蕴热，表现为心烦急
躁、舌红、舌苔黄腻，则不适合药补，盲
补则会发生上火的表现。

在冬天心脑血管病患者更应注意
保持淡泊宁静、乐观自信的情绪。多参加有益的各种活动，可以减
少紧张、焦虑、抑郁情绪。老年人如果在寒冷的冬天患上感冒、咳
嗽、头疼、心慌等自认为不碍大事的小病，还是应及时去医院就
诊，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以防患于未然。

作者简介：
薛智谷，副主任中医师，曾师承市内名医芦筱仙、许长生，曾

先后在南京中医学院、江苏省中医研究院进修学习。临床尤其擅
长诊治高血压病、高血脂症、脑动脉硬化、脑血管意外（中风及其

后遗症）、糖尿病、冠心病、风心病及各种心律失常等心
脑血管科疾病以及胆结石、慢性胃病、慢性结肠炎等消
化科疾病。冬季应少吃咸,多食苦

高邮市中医院 名医馆主任中医师 闫勤
咸、酸、甘、苦、辛五味食入人体后，

化生出对人体有营养作用的水谷精微之
气，分别进入五脏。五味各走所喜，如咸
味先走肾脏，酸味先走肝脏，苦味先走心
脏……正如《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所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肾生
骨髓，骷生肝……东方生风，风生木，木
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南方
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
血生脾……”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北方应
冬，冬天生寒，寒气与水气相应，水气能
产生咸味，咸味能滋养肾气，肾气能滋养
骨髓，骨髓充实，则又能滋养肝……东方应春，
阳气升而日暖风和，草木生发，木气能生酸味，
酸味能滋养肝气，肝气又能滋养筋，筋膜柔合，
则又能滋养心……南方应夏，阳气盛而生热，
热甚则生火，火气能产生苦味，苦味能滋长心
气，心气能化生血气，血气充足，则又能生脾

……由此可知，肾主冬，属
水，喜咸。因此，咸味食物可
以滋养肾脏，增强肾脏的功
能。

但是，在冬天里，却应
该少食咸味增苦，而多食
一些苦味食物。孙思邈说：

“冬七十二日，宜省咸增
苦，以养心气。”这句话的
意思是说，在冬季的 72天

当中，要少吃些咸味食物，多吃点苦味食物，
这样做的目的是滋补人体的心气。

根据中医五行理论，肾属水，肝属木，心
属火。肾水克心火，即肾气过旺可损伤心气，
影响心脏输送气血的功能。而心是人生命的
根本、人体血液循环的动力、人体精神情志

活动的主宰，心为
“君主之官”，只有
心气旺盛，才能长
生不老、寿比南山。
而肾主冬，即冬天

肾水当令，所以，冬季肾的功能旺盛，肾气偏
亢。如果再多食用一些咸味食物，使原本就
偏亢的肾气更加旺盛，这样就会大大地伤害
心脏，从而使心阳力量减弱、心气不足，难以
发挥“君主之官”的作用，影响了人体的健
康。因此，在冬天里，要注意贯彻“省咸增苦”
的饮食原则，以防肾水过旺；要多吃些苦味
食物，以补心脏之健壮。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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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西两法治疗各型肝病、心、脑血管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