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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新闻

让患者不再担心术后“难言之隐”
个性化诊疗疑难杂症，市一医院“刀锋战队”创新前列腺手术

昨天是“国际不打小孩
日”。你打过孩子吗？打完
后悔吗？有什么方法可以
控制自己的情绪？昨晚，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
师乔颖和徐汇区教育局小
学教育科负责人、上海小学
副校长刘宇宁来到“新民教
育·徐徐道来”直播间，围绕
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别为情绪“买单”
刘宇宁是小学女生的

爸爸，乔颖是大学女生的妈
妈。身为教师和医生，有着
丰富的专业知识，但和不少
年轻父母一样，他们都曾忍
不住朝孩子挥过巴掌。也
和很多家长一样，打完孩子
以后，两人的感觉都是后
悔。刘宇宁说，最后一次打
完孩子后，他坐在床边，对
孩子说，爸爸再也不用这种
方式解决问题了。乔颖说，
那年女儿读二年级，一次，
当她抬手要打时，女儿下意
识举手挡脸，她忽然意识
到，她并没有了解孩子的内
心世界，问题也没得到解
决。从那以后，她提醒自己
要控制情绪，并开始和从事
儿童心理研究的同事讨论，怎样的
沟通和教育方式才是有效的。
两位嘉宾认为，绝大多数家长

打孩子是出于冲动，主要是因为孩
子的实际行为和家长自己的期待
产生了落差，这中间有对孩子的失
望，也有家长对自己教育策略失败
的沮丧。乔颖说，从心理学角度来
看，别让孩子承担父母情绪失控的
代价。按照原生家庭的理论，父母
所有的行为在孩子身上都有一种
投射现象。挨打的记忆，会在孩子
身体里产生一定的烙印。未来，他
也有可能将肌肉性的、习惯性的行
为带到他的孩子身上。

树立规则更有效
如果不打孩子，什么样

的教育方式更有效？刘宇宁
给出的建议是：预先制定规
则，执行规则时要温柔且坚
定。在刘宇宁家，有一张A4
纸，上面是一条条父母和孩
子共同商定的各种细则。
细则采用积分制，孩子达
到一定积分可以换取“刮
刮卡”，收获惊喜。“规则制
定必须越早越好，目的是
形成习惯。”刘宇宁建议，
规则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
情况调整，不宜过高，也不
宜过低，让孩子“跳一跳”就
能达到。
乔颖给出的关键词则

是以身作则。她说，试想，你
工作一天，孩子学习一天，你
可以回家刷着短视频放松，
但是孩子必须埋首书桌继续
奋斗，这时候再朝着孩子大
吼“抓紧做作业”，孩子内心
会是什么感受？乔颖说，从
女儿三年级开始，每晚孩子
做作业时，自己和同为医务
工作者的丈夫也同样在书桌
前继续专业学习，让孩子感
受到爱的氛围。
不打孩子，还有很多东

西可以“打”，来帮助家长降
火气。比如，打一场球！刘

宇宁在车的后备箱塞满了运动器
材，在他看来，陪孩子一起运动，是
增进亲子感情的绝佳机会，也会让
两代人的沟通变得更加舒畅。乔
颖说，自己情绪“上头”时，会选择
“打拳击”，或者丢一丢抱枕，多巴
胺瞬间上升的感觉让人很“爽”，
很幸福。“抱一抱柔软的毛绒玩
具，听听音乐，几秒钟后，大脑内
的兴奋性激素会下降，下丘脑的
温度也会下降，且逐渐达到相对
稳定的状态。事实上，当你想对孩
子动手时，如果可以换成一个拥抱，
效果会更好。”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小心翼翼调整角度，启动，发
射！一个个沙包在空中划出优美
的弧线，飞向地面，也“砸”出了一
操场的欢笑。本周，在上海市西南
位育中学首届科学节上，一场精彩
的投石机大赛，让课本上的物理知
识活了起来。
高一物理备课组长张鑫娜介

绍，比赛中，各队要用10根松木条
和一根5米长的橡皮筋，搭建一个
结构，看谁能将沙包抛得最远。根
据规定，摆臂总高离地不能超过
1.8米。
各班参赛队伍中，男生占大多

数。“这是榫卯结构，我们一点点手
工打磨！”“这个支点长度精心设
计，1比3，刚好！”说起自家投石机
的亮点，大家言语里充满自豪。
试发时，一台投石机的木块和

沙包一起飞向了远方，原来是用来
阻挡沙包的挡板松了。没关系，几
名男生拿起随身携带的手枪钻，手
脚麻利地修复起来。
投射角度要如何设计？摆臂

究竟该多长？此前在物理课上学
过的杠杆原理、抛体运动原理，化
成了一周多时间的敲敲打打。
规则规定，投石机“投石”时，

不能有任何人力参与。为了设计
出一个灵巧的触发装置，大家各
展想象。有队伍想到，用插销把
发射杆固定在最靠近地面的地
方；有队伍选择将发射杆用细线
固定，发射时，剪断细线即可。
为了把沙包稳定在发射杆上，有
队伍在发射杆顶部装上了方便
面盒，再把沙包放置在盒中。有
人发现，发射杆似乎有点气力不

足，好在很快找到原因，“橡皮筋一
定要多绕几圈，才能投远！”
高一（1）班的装置下，大部头

的《红楼梦》和试卷夹被叠成一摞
投石机，倾斜45度。“它们比较重，
可以支撑得更稳。”女生魏逸蓝解
释，接到任务后，她在家先用一次
性筷子做了一个模型，一切顺利，
但真的用松木条来做投石机，却怎
么也投不远。大家于是想到，是否
可以给投石机一个发射角度？经
过一次次调试，45度的“黄金角度”
诞生了。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比

赛，让学生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过程中，通过实际应用检验所学知
识，也能激发同学们学习理论知识
的兴趣。”张鑫娜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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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阿宝、定海神针、宝山邮轮港……“五一”假期第一天，长滩艺术节迎来首次成果展示——“千米江堤绘
长江”，来自全市200多名青少年以江堤为画布，用纯真视角和活泼笔触释放创意、点亮宝山滨江。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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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临床医学中心拿下“全国
卫生健康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其
中，作为国内最早将前列腺疾病独
立成亚专科的团队，市一前列腺外
科经过历代学科带头人和医护人员
的共同努力，用创新技术守护患者
健康。他们用神奇的激光刀，像剥
橘子一样精准切除增生的前列腺；
他们用先进的机器人，把前列腺癌
手术做到极致，让病人在去除肿瘤
之余不再担心术后的“难言之隐”。

激光刀的“逆袭”路
2004年，一场前列腺手术在医

学界掀起巨浪。当时，传统前列腺
切除术的金标准是“经尿道前列腺
电切术（TURP）”，但这一术式存在
易复发、切除效率低、热损伤深等诸
多不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夏术
阶教授在全球首创“铥激光剥橘式
前列腺切除术”，为70岁的李老先
生做了手术。这把神奇的激光刀，

热损伤深度仅0.2毫米，能像手指剥
橘子般贴着包膜剥离增生组织，还
能切成小块轻松取出。2024年，90
岁高龄的李老先生重回“市一”，见
到了20年前为他手术的团队。老
先生感慨地说，新技术让他的生活
质量大为改善！
前列腺外科主任荆翌峰说，正

常的男性前列腺在15至20克，超过
80克的患者做前列腺电切术，手术
风险会急剧上升。因此，在国内外
诊疗指南中，前列腺增生的微创
手术不宜超过80克。但有的患者
前列腺达200至300克，这种微创
手术方法就无法满足患者需求了，
但在铥激光的帮助下，困难迎刃而
解了。

2010年，这个术式被写进欧洲
以及美国泌尿外科指南，还登上了
全球泌尿外科学“圣经”《坎贝尔-
沃尔什泌尿外科学》。此后，团队在
创新道路上不断升级：韩邦旻教授
在国内率先开展解剖性剜除术；荆
翌峰教授在两种经典术式的基础
上，进一步创新开展了铥激光前列
腺剜切术，解决了传统剜除术后容
易出现的临时性尿失禁问题……每

一次改进，都让手术更安全、更高
效。团队还凭借“前列腺创面修复
新理论”拿下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彻底改写了前列腺手术的历史。
为让好技术惠及更多人，团队

在国内办了各种培训班、研讨会，
把技术送进全国688家医院，5万
多名患者因此受益。全球范围内，
该项技术已推广至20余个国家和
地区。

技术专治疑难杂症
在泌尿外科领域，10余年来医

用激光和手术机器人无疑是发展最
快和最重要的两种技术。其中铥激
光手术过程几乎不出血，且对周围
组织损伤小，并发症少。而机器人
能将手术部位高清放大10倍，机械
臂能达到720度自由灵活旋转，这
些特点对于前列腺癌根治手术来说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荆翌峰说，2024年，团队完成

1500余例前列腺增生手术、近700
例前列腺癌根治术。一位来自贵州
的60岁前列腺增生患者，前列腺疯
长到400克，当他出现大小便困难
时，才发现前列腺已严重增生。患

者慕名来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荆翌峰为他制定了铥激光剜切方案
“精准拆弹”，做到既要“尿得出，还
要管得住”。手术非常成功，患者困
扰多年的顽疾终于得到了解决。

另一位来自辽宁的57岁前列
腺癌患者，因各种疾病腹部接受大
小11次手术。韩邦旻和荆翌峰通
过反复沟通研究，最终通过仅仅
4cm长的“正常区域”的小切口，为
患者进行了单孔机器人前列腺癌根
治手术，手术不但彻底根除了肿瘤，
还完美保留了患者的尿控功能和性
功能。

把选择权交给患者
面对前列腺疾病，市一团队不

仅有技术，更有关怀。“前列腺癌术
后尿失禁是广大患者颇为顾忌的一
个并发症，甚至有患者为此拒绝手
术治疗。”荆翌峰介绍，科室在诊疗
中坚持通过术前影像学、功能学全
面评估，术中精细个体化解剖，术后
针对性予以康复训练，全面有效保
留患者尿控功能。

近些年来，围绕前列腺癌的管
理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生长

缓慢、侵袭性弱的低、中危肿瘤并不
影响患者的预期寿命，此类患者能
否不开刀呢？
荆翌峰介绍，对早期低危前列

腺癌患者，部分患者可以主动监测，
积极随访，避免过度治疗。只要在
治疗的窗口期内，就不影响治疗效
果和患者预期寿命。不过，在整个
监测的过程中如果出现病情的快速
进展，比如PSA迅速上涨、穿刺发现
病理恶化、影像学发现肿瘤明显增
大等，还是会建议积极治疗。
夏术阶教授有一句“名言”——

“患者来医院是要健康的，不是要开
刀的”。“开刀”不是目的，也不是解
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近来，团队还
集齐了海扶刀、热蒸汽消融等“高新
武器”，无论是复杂病例还是特殊需
求，总能为患者找到最合适的治疗
方案。
这些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泌尿中心前列腺外科用实力创下多
个第一。从一把激光刀的创新，到
全球领先的诊疗体系，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泌尿中心前列腺外科正在
用实力改写前列腺手术历史。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