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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里长了个迟迟不愈合的口腔溃疡，最

后诊断为淋巴瘤；腮腺发炎半边脸肿大，最后

也诊断为淋巴瘤……很多人只知道淋巴结，

并不知道淋巴瘤为何物。作为血液系统恶性

肿瘤，它不仅“威名”不小，还特别狡猾——除

毛发、牙齿、指甲之外，淋巴瘤在全身到处可

以长，对诊断造成不小的挑战。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石军告诉

记者，由于病变累及的组织器官不同，引起的

症状也不相同，淋巴瘤非常容易误诊。“得益

于九院强大的学科特色，很多眼眶、颅颌面部

长了肿瘤的患者都会到九院来，其中就会发

现部分患者其实得的是淋巴瘤。”石军说。

淋巴瘤并不一定长在淋巴结上
淋巴是一个系统，具体包括淋巴管、淋巴

液、淋巴结和淋巴细胞。如果淋巴细胞发生突

变增殖，在不同部位聚集，特别是淋巴结中，就

形成了“淋巴瘤”。淋巴瘤虽然不像白血病那

么有名，但却是血液系统排名第一的恶性肿

瘤，它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任何器官。石军

说，淋巴瘤并不一定长在淋巴结上，这就解释

了为何口腔内没有淋巴结却同样会得淋巴

瘤。再比如，有一类结外NK/T细胞淋巴瘤，好

发于鼻腔、鼻窦，病人常因鼻塞、鼻出血就诊。

患者小张口中长了溃疡，2个多月尚未愈

合。他前往九院口腔黏膜科，一张嘴，经验丰

富的医生就说，“你这个看起来不是溃疡，更

像是淋巴瘤，建议你到血液科就诊。”

小张不理解，只是来看口腔溃疡，为何就

成了血液病？石军告诉他，一般来说口腔溃

疡和淋巴瘤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要么

是淋巴瘤患者本身就免疫力低，会出现反复

口腔溃疡的情况；另一种就是原发于口咽部

的淋巴瘤，小张就属于后者。

“口腔内淋巴瘤的溃烂面要比普通的口

腔溃疡更大、更深，且通常是穿透性的。”石军

说，口腔淋巴瘤恶性程度较高，其发病机制复

杂，主要的危险因素包括免疫系统功能异常、

病毒感染等。

惰性淋巴瘤需规范随访
淋巴瘤的病理分类复杂，含近百种亚型，

对病理医生的要求极高。而且，大多数人对

淋巴瘤认识不足，导致未及时就诊，或辗转于

各大科室，或未及时行病理活检，最终造成误

诊。石军表示，她就曾遇到过历经两年都没

拿到诊断的病人，确诊前一直在切各种可疑

病灶，做各种穿刺，但没有明确诊断。

临床上，淋巴瘤的准确诊断常有赖于多

学科的共同协作（MDT）。采访当天，石军就

为一名50多岁的女性患者“摇人”进行了淋巴

瘤多学科会诊。这位女士出现了莫名其妙的

腮腺肿大，高度怀疑是淋巴瘤，此外她的胸部

纵隔也长出了肿块。两个肿块到底有什么关

系？哪个是原发哪个是转移？经专家会诊，

石军表示，这名女患者腮腺、胸部的肿块均为

淋巴瘤，经评估可以在一台手术中同时切除，

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就诊负担。

“患者有干燥综合征，这是一种慢性炎症

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好发于女性，主要累及

外分泌腺体，导致唾液腺和泪腺受损。干燥

综合征患者由于免疫系统紊乱，容易发生淋

巴细胞增生，进而增加患淋巴瘤的风险。”石

军说。不过这种淋巴瘤属于预后相对较好的

肿瘤。

当然，也有一些淋巴瘤患者，由于各种原

因导致治疗不规范。最近，就有一名2年前在

外院做过手术的腮腺淋巴瘤女性患者，突然

复发了，手足无措的她找到九院血液科寻求

帮助。石军告诉她，作为惰性淋巴瘤，疾病虽

进展缓慢，但仍需坚持规范随访。一旦发现

疾病进展证据，就会讨论下一步诊疗。如果

长期不随访，就可能耽误治疗。

怀疑患淋巴瘤？先做这些检查
淋巴瘤的早期信号有哪些？石军说，淋

巴瘤最常见的症状是无痛性淋巴结肿大。不

过，淋巴结肿大不一定是淋巴瘤。淋巴结肿

大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其他实体肿瘤累及，

也可能是病毒或细菌感染，感染导致的淋巴

结肿大往往伴有疼痛。而淋巴瘤的淋巴结肿

大往往是无痛性的，不经治疗会持续增大。

一般来说，如果持续性不明原因发烧、无

原因突然消瘦、夜间严重盗汗等，就要引起重

视。日常可以通过“自摸”耳后、颈部、锁骨

上、颌下、腋窝、腹股沟等部位来自查，如果发

现这些部位有超过1厘米的无痛性、活动性差

且不断长大的肿块，尤其是锁骨上的淋巴结

肿大，就要高度警惕。

不过，石军也说，淋巴瘤大多对化疗、靶

向治疗和放疗敏感，总体治疗效果较好。对

于多数患者，化疗和靶向治疗是首选的治疗

方法；手术治疗适用于少数特殊情况的患

者。近年来，淋巴瘤治疗领域新药层出不穷，

使治疗手段不再局限于化疗，新型抗体药物、

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都为患者的生存带来

更大获益。 本报记者 左妍

本报讯（通讯员 朱家

仪 记者 孙云）短短半年内，

他驾驶的车辆为何被变道车

辆剐蹭多达27次？近日，杨

浦警方经缜密侦查，成功侦

破一起交通事故“碰瓷”诈骗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胡某，涉

案金额2.3万余元。

近日，杨浦公安分局交

警支队事故审理大队民警徐

冰侠在整理事故档案时发

现，今年4月至9月期间，驾

驶员胡某连续发生20余次

同类型交通事故，且均为无

责方。徐冰侠判断这极为异

常，随即会同刑侦支队民警

展开调查。

调阅公共视频发现，胡

某近几次在杨浦区内发生的

交通事故，均为与周围正在

变道的车辆发生碰撞，且每

次都存在突然加速撞向变道

车辆的行为，推断胡某存在

恶意“碰瓷”嫌疑。经进一步

调查，民警发现胡某的“碰

瓷”骗局在全市多个区频繁

“上演”，且最终均以其获得

赔偿款为处理结果。在充

分掌握犯罪证据后，民警在

胡某再次来到事故审理窗口处理交通事故

时将其抓获。经审讯，胡某对其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作为网约车司机，胡某将目标

瞄准了其他网约车主，利用对方不愿支付

保险事故费、避免影响正常运营的心理，在

早晚高峰期间频繁制造事故“碰瓷”并要求

对方现金赔付，以牟取非法利益。

经查，胡某在半年内累计驾车发生27

起碰撞变道车辆的交通事故，通过骗取对

方车辆赔偿费及保险理赔金非法获利2.3

万余元。10月22日，胡某因涉嫌诈骗被杨

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芹菜，分为旱芹、西芹和水芹。旱芹在

全国较为普遍，也叫药芹、香芹。西芹就是

美芹，印象里是上世纪  年代才进入上海餐

桌的。水芹就比较特别了，盛产于有着丰沛

水源的我国南方，吃口混合着泥土的芬芳和

水的润泽。《诗经·鲁颂·泮水》中这样写：“思乐

泮水，薄采其芹。”这里的芹指的就是水芹

菜。可见，水芹栽培在我国有悠久历史。

水芹可以清炒，也可以炒肉丝、炒香干、

炒百叶，吃过水芹炒蛏子，几乎鲜掉眉毛。

这里不妨晒几个我家的“私房菜”。一是水

芹馄饨，用三分肉七分菜做馅，生抽调味，白

糖提鲜，千万不要放麻油，否则会掩盖水芹

的自然清香。如果用水芹加香菇、香干、木

耳做素馄饨，也别具风味。二是水芹炒鸡

蛋，完全没啥烹饪秘笈，但绝对下饭。三是

冷拌水芹，洗净的水芹一定要入沸水焯透，

捞出冷却后挤干水分，切段装盘。我喜欢糖

醋汁的，有人觉得酸辣口更入味，但都不能

少了蒜泥，下酒特别爽口。

发现吗？这些年人们喜欢一窝蜂地以

瑞、辰、嘉、瑶、宸、梓、宇为孩子取名，听到有

哪个小孩叫“芹”吗？没错，水芹的芹。放到

现在，喊曹雪芹一声“芹哥”，不违和吧？别

看超市蔬菜柜里的水芹其貌不扬，但从前民

间给读书人起的别号就叫“采芹人”。相传，

遍布各地的孔庙前都建有水池，称为泮池，

池上设有南北走向的石桥，池边栽满水芹，

泮池也因此具有特殊的文化寓意。古代学

子进京赶考前，都要到泮池采些水芹插在帽

子上，作为对圣人的祭拜。《红楼梦》第十七

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里，贾宝玉题联：“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

护采芹人。”

“青青绿绿的叶，脆脆嫩嫩的茎，滴滴雅

雅的态，亭亭玉立的女……”诗人笔下的水

芹，与其说是“采芹”莫如称“采情”，更有些

意韵吧。

告别暖湿,下周迎强冷空气

淋巴瘤，这种“狡猾”肿瘤还会跑遍全身

看口腔溃疡，医生叫我去血液科？

王 蔚

新民随笔 泥土芬芳水芹菜

这几天，夜晚逛新江湾城公园的市民游客都会被湖畔荷塘里

一只只发光的蝴蝶所吸引，这些蝴蝶都安装了太阳能光伏板，白天

吸纳电能夜晚发光，也是环保艺术装置作品。 杨建正 摄影报道

“环保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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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丹）告别疾风

骤雨，申城天气重回平静。描边大

师“康妮”极限走位，在东海北部海

面上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

昨晚已经对其停止编号。今天上海

雨水停歇，回归多云天气，风力减

弱，气温略有回升，在17～22℃之

间。不过，暖湿离场、干冷补位，北

方冷空气已经发货，强冷空气下周

初“到货”，下周二前后，受冷空气影

响会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过程，周

中本市最高气温降至17℃，最低气

温跌至12℃左右，郊区跌破10℃，

深秋初体验“上新”。

近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较弱，

我国多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据

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今年10月我国

气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

高，海南、广东、西藏共有17个国家

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10月历

史极值。不过，11月3日至5日，一

股强冷空气将横扫我国大部分地

区，即将扭转前期偏暖格局，其中，

长江以北地区将迎明显降温，局地

气温降幅可超12℃。这股强冷空气

属“快闪型”选手，虽然来去匆匆，但

影响范围较广，降温可深入华南，北

方多地将体验换季式降温，东北、华

北、长江中下游多地气温将再创今

年立秋来新低。

秋风起，银杏黄，每年深秋，绚

烂金黄的银杏美景便如约而至。从

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银杏观赏地

图来看，目前，北方大部地区的银杏

已经或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南方

多地11月到12月上旬会陆续进入

最佳观赏期。

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然

而，它有时候却又让人十分烦恼，干

燥的感觉遍布全身，嘴巴干、眼睛

干，甚至全身痒痒挠到停不下来。

这种现象常被称为“秋燥”。“感觉

干”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想要精准定

义秋燥，还得靠气象说话——气象

学上，为了统计秋季的干燥程度，我

们把日最小相对湿度≤30%的情

况，定义为一个干燥日。干燥日数

最多的季节不一定是秋季，但秋季

却给人“秋燥”的印象，这与夏秋反

差相关。夏季降水多，空气较为湿

润，等进入秋季以后天气变得干燥，

很多人却还没能适应，因而觉得很

燥。等到冬春季节，因为身体已经

慢慢适应了干燥的环境，所以燥的

感觉反而没有秋季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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