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后肠胃弱
易诱发急性肠胃炎

王女士在“吃了”一个春节后，
上班第二天，和同事聚餐后，突觉腹

胀疼痛，继而开始上吐下泻，并伴随
发烧、周身酸软乏力等症状，就医后

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
“经过春节期间的折腾，很多人

胃肠变得脆弱，如不注意饮食，容易

得急性肠胃炎。”陆品相说道，急性
肠胃炎是胃肠黏膜的急性炎症，多

由食用受污染食物后细菌、病毒所
致。他介绍，急性肠胃炎的特点是发

病急，多在进餐 1-24小时内发病，
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

减退等，通常 1-2天可好转。严重
者可伴有发热、脱水、酸中毒、休克

等中毒症状，甚至关节疼痛、全身酸
痛难受，应及时就医。

肠胃炎距离胃癌有多远?

  日常生活中，如果人们不注意
饮食与生活作息，很容易导致胃炎。

有相关资料显示，在 50岁人群中，

慢性胃炎的发病率竟达到了 50%。
有人在拿到“胃炎”的体检报告后，

经常会表现得愁眉苦脸，担心自己
的胃炎会演变为胃癌。那么，胃炎是

否真的会演变为胃癌呢？胃炎变为
胃癌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陆品相表示，胃炎不会突然间

发展为胃癌。从胃炎到胃癌，中间经
历的过程可以大致概括如下：胃的

黏膜发生了炎症（如胃部出现了非
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等疾病）

———异常改变（如肠化生、不典型增
生）———出现单个癌细胞———变成

胃癌病灶。虽然胃炎发展为胃癌的
过程仅仅需要三步，但胃炎到胃癌

的过程是非常遥远与漫长的，临床
证明，患有胃炎的人患胃癌的病例

数量是较少的。
虽然胃炎距离胃癌比较遥远，

但胃炎变成胃癌也并非不可能。陆
主任解释，在发生胃癌前，常会经历

一个相当长的癌前病变过程，如出
现慢性萎缩性胃炎，这种慢性疾病

的出现会使胃癌发生的风险明显提
高。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发生与患者

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有关，如酗酒、抽

烟等，如果不对此病进行治疗，极有
可能会进一步发生肠化生、不典型

增生等，最终导致癌变。

上腹部疼痛警惕早期胃癌
40岁以上人群需定期筛查

近 5年来，我国胃癌年轻化趋
势日益显著，19-35 岁青年人胃癌

发病率比 30年前翻了一番。恶性肿
瘤一旦出现症状，多已是中晚期，不

仅患者失去好的治疗时机，且预后
也差。目前我国早期胃癌发现率不

足 20%，5年生存率也仅为 27.4%。

然而早期胃癌发现并诊治后，5 年
生存率可高达 90%。目前胃癌的早

期诊断率与 5年生存率是各国医疗
界努力提高的目标，而这其中最重

要的早期诊断都是通过内镜检查完
成的。

早期胃癌多无症状或症状较
轻，当临床症状明显时，病变可能已

经到晚期了。陆品相介绍，胃癌最常
见的症状为上腹部疼痛，最初可以

是间歇性的隐约疼痛，因此很可能
被误诊为胃炎或胃溃疡等。反复出

现饱胀感或烧灼感的上腹部不适；
有食欲减退，反复嗳气等消化不良

症状；大便发黑，大便隐血检查结果
可能为阳性，在排除吃了菠菜、猪血

等物质造成黑便的情况下，可考虑
为胃癌。因食欲减退，胃癌患者会表

现出消瘦乏力贫血的症状。
然而，许多患者对消化内镜检

查有恐惧感，不愿意做胃镜。陆品相
认为，这其实是个误区。即使没有症

状，对于有胃癌家族史的人来说，仍

然应当每年做一次胃镜检查。消化内
镜检查是发现早癌和癌前病变的重

要手段。同时专家提醒，40岁以上的

普通人群如果做胃镜有明显胃部病

变，推荐一年做一次胃镜检查。而没
有胃癌家族史，胃部也没有症状的人

群可以 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

口腔义诊通告
只用一侧牙齿吃饭———危害竟然这么大

■义诊专家简介

江中明
原三甲医院颌面外科副主任
第二军医大学获博士学位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

擅长种植牙，处理各种牙列缺失

周志英
原牙防所主治医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擅长全口义齿疑难处理，固定义齿修复
有近 30年的口腔工作经验、

有耐心、责任心

    大家都知道门牙掉了会说话漏风，所以门

牙掉了会尽快把门面修复好，但是大牙掉了却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人认为有一面可以吃东

西就行了，殊不知长期用一侧牙咀嚼会导致磨损

严重。可能出现牙齿酸痛、咀嚼无力、牙齿松动脱

落、一侧面部饱满，另一侧松弛等情况。

经批准：华齿华驰口腔及多名牙科专家举
行口腔义诊活动。义诊期间开通多项绿色通道，
对牙缺失，想要了解种植牙、活动牙、烤瓷牙的
读者逐一给出方案建议。同时送出 50个价值
280 元的爱牙大礼包（牙膏、牙线等）！机会难
得，请有需要的提前电话报名！

叶雪菲

爱心提示：本次义诊名额有限，需提前电话预约、并保留报纸凭证。

□义诊预约电话：6308 5207

□义诊报名短信：编辑短信“每周+姓名+联系方式”

发送至：132 9603 8498

□义诊时间：2月 28日、3月 8日
□地址：黄浦区复兴东路 1117号（近中华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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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家简介】

全市征集30名静脉曲张患者
邀韩国专家金昌洙医疗团队3月3、4、5日与您面对面交流答疑

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精准诊疗

据悉，2000年金昌洙教授在韩国创办了亚
洲第一家静脉曲张专科医院，目前已发展到 11

家连锁医院的规模，在这十几年里，静脉曲张
的防治工作在韩国迅速发展，到如今已与世界

水平相当。2014年金昌洙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现在中国的静脉曲张治疗水平很像

十多年前的韩国，处于发展中状态，离世界

先进水平尚有差距。正因如此，我来到中国，
希望让更多患者受益于先进的技术。”儒雅的

金昌洙道出了他来华的理想。
在韩国和中国，许多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

候是不看超声波的。没有超声波辅助下进行激光
手术，容易发生医疗事故，在超声波引导下进行

手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超声波引导

应该视为微创手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肢静脉曲张治疗后复发的原因

造成下肢静脉曲张治疗后又复发的原因
很简单，就是没有做对病源血管的根除治

疗，就是没有去除病根。这主要是有两个原
因：一是静脉曲张常常出现在小腿部位，而

根源大部分在位于大腿部位的大隐静脉，要
治愈就必须去除大腿部位有问题的血管。由

于大隐静脉在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用血

管超声波才能清楚地显示。所以如果只在
小腿部位手术或注射硬化剂治疗，那是治

标不治本，复发是一定的。二是小腿的小
隐静脉位置深，病变不易被发现，加上常

规手术体位难以触及，如果超声检查不能
贯穿手术全程的话，很容易被遗漏，做不

到彻底清除，从而导致复发。利用血管超

声波可以准确地找到静脉曲张患病的根源，
在治疗过程中由血管超声波引导激光或射

频准确的针对发病根源血管进行根除治疗，
找到病根并有效清除就是微创治疗不复发

的最主要原理。

交流咨询

新民健康特邀请韩国专家金昌洙医疗团队
于3月3、4、5日（周日、周一、周二）来沪与您
面对面交流咨询（限额30名），凡静脉曲张患
者都可以报名、有帮助需要的读者可拨打新民

健康热线021-52920871，
或发送短信“静脉曲张+姓名+联系方式”

到 17717640571报名。

叶雪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普外科———

节后肠胃不适需警惕 定期胃镜“揪出”早期胃癌
    春节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亲朋好友聚餐更是
时有发生，但不少人的胃却受不住了。 胃痛、恶心、消化不良等症
状频频出现，许多患者都将其归咎于节后综合征，不当一回事。上
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普外科、

内镜中心执行主任陆品相表示，对于胃部不适的小症状，不宜掉
以轻心，很有可能是身体的预警信号。如长期不予干预，很有可能
发展至胃癌。 胃镜检查是目前最准确的胃癌筛查方法，因此专家
建议 40岁以上人士，特别是胃癌高危人群需定期胃镜筛查。

■专家简介

金昌洙 教授
上海市涉外注册医

师：护卫外医批字（2018）第

270号；韩国国立庆尚大学

医院胸部外科主治医生，韩

国成均馆大学医科大学江

北三星医疗院教授，亚太血

管学会副会长，韩国静脉学会常务理事、前会长。

金炳均 教授
上海市涉外注册医

师： 沪卫外医批字（2018）

第 269号； 韩国庆尚大学

医科大学院硕士； 韩国胸

部外科学会正式会员；韩

国外科超声波研究会正式

会员；韩国静脉学会正式会员兼学术理事；釜山医生

会法制理事。

刘厚宝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导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胆道外科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普外科学科带头人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组委员
擅长各种普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是复杂胆道疾

病和胰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陆品相 教授 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普外科执行主任兼
内镜中心执行主任
上海市消化内镜学会委员

擅长普外科疾病，胆道外科，胃肠道肿瘤，微创外
科治疗。对老年高龄跨难度病人的手术和围手术期处

理，具丰富临床经验。 擅长内镜下微创外科治疗。

马世红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普外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甲状腺学会围手术学组青年委员
擅长于常见头颈部良恶性肿瘤的外科诊治，熟练

掌握乳腺良恶性肿瘤的外科诊治与规范化治疗。

张舒龙 副主任医师 博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普外科副主任
中国微循环学会肿瘤分会胃肠肿瘤学组委员，欧

洲肿瘤学会（ESMO）会员

长期从事普外科的临床及科研工作， 熟练掌握
普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以及普外科常

见急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