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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本报记者 林乐雨

近日，70 岁的方大伯在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就诊时，

被确诊为乳腺癌。

为他诊治的该院肿瘤外科陈继

达副主任医师告诉方大伯，尽管男

性乳腺癌非常罕见，但近年来其发

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最新研究

数据表明，男性乳腺癌的发病率约

为 1.2/10 万，诊断时的平均年龄为

67岁。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确认方大

伯的肿瘤并未出现转移。术后，方

大伯在医院观察几日后顺利出院。

男性为什么会得乳腺癌？陈继

达表示，与其它癌症一样，乳腺癌发

病原因非常复杂，年龄增长、乳腺癌

家族史、基因突变、辐射等都是可能

的病因。此外，体内激素异常，雌性

激素分泌过多也容易使得男性患上

乳腺癌。

乳晕下出现无痛性肿块是大

多数男性乳腺癌的主要临床症状，

其他症状还包括乳头凹陷、乳头出

血、皮肤溃疡及可触及的腋窝肿块

等。

男性乳腺癌如何治疗？男性乳

腺癌的诊疗管理基本上参考女性乳

腺癌的诊疗规范。不过，新诊断为

乳腺癌的女性很多会接受保乳手术

治疗，但大多数男性患者则在接受

乳房切除术后进行腋窝淋巴结清扫

或前哨淋巴结活检，即使男性乳腺

癌患者处于早期，保乳治疗也不常

见。

由于部分男性对乳房肿块讳疾

忌医、缺乏了解，病人往往就诊时间

较晚。此外，男性乳腺癌更易侵犯

到皮肤和胸肌，出现区域淋巴结转

移，使得初诊时的肿瘤分期更晚。

陈继达提醒，早期乳腺癌 5 年

存活率在 90%以上，及时就医，早发

现、早治疗是痊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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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发表的中国人群 CHI⁃
NOM研究（中国人群正常高值范

围血压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

病、肾病者，降压治疗和安慰剂

对照临床试验）证实，血压在正

常高值范围且危险分层为低危

的高血压患者无需药物治疗，应

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血

压。

非药物治疗有明确的降压

效果，比如肥胖者体重降低10千

克，收缩压可以降低 5-20 毫米

汞柱；每日食盐摄入小于6克，收

缩压可以下降 2-8 毫米汞柱；规

律运动和限制饮酒也可以使血

压下降。对于高血压患者和所

有血压正常高值人群，不论是否

用药，非药物治疗措施必须贯彻

高血压管理的始终。非药物治

疗包括减少钠盐摄入、合理饮

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

限制饮酒、心理平衡等。

据健康中国

低危高血压患者
注重非药物治疗

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四医院 （简称浙医四院） 急诊抢救

室收治一名呼吸心跳骤停患者，让

人感到诧异的是元凶竟然是一只

蜂。

事发当天，义乌山区的吴大伯

进山林农作，不慎被蜂蜇伤。由于

蜂蜇伤后引发严重过敏性反应，吴

大伯出现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宛

如口鼻被捂住一样。当院前急救

120 团队找到吴大伯时，他已经意

识丧失、心跳骤停。之后，急诊、重

症医学科积极救治，但因缺氧时间

过长已严重损伤大脑，患者不幸死

亡。

今年 6 月以来，浙医四院急诊

科已陆续收治 10 余例蜂蜇伤案例，

其中大多数患者都是在蜂蜇伤后出

现严重过敏反应送来抢救。

蜂蜇伤为什么这么可怕？浙江

地区常见蜇人的蜂类有蜜蜂、黄蜂

（胡蜂）和土蜂等。蜂蜇伤是指蜂的

尾针刺破人体皮肤后释放毒素，毒

液侵入人体引起中毒，其实质为生

物毒素中毒。蜂蜇伤后立即有刺

痛、灼痒感，局部红肿，中央有一瘀

点，还可能出现水疱，眼周或口唇可

见高度水肿。重者出现畏寒、发热、

头痛、恶心、呕吐、烦躁等全身症状

或抽搐、肺水肿、昏迷、休克甚至死

亡。

夏秋季是蜂活动较多的季节，

多分布在野外植物茂盛区域，而我

省地理特征丰富，林区繁茂，发生蜂

蜇伤的概率大，因此市民朋友出行

一定要警惕蜂类。

被蜂蜇伤了，应该如何处理？

可参照以下三步。

认蜂。夏秋季节户外活动出现

不明原因过敏反应时，需警惕蜂蛰

伤的可能。可根据目击蜇人蜂大

小、形态、颜色及蜇伤处有无毒刺残

留等综合判断。

局部处理。胡蜂不会留刺在人

体，蜜蜂有可能将刺留在体内，如有

刺留在体内，可以使用黏性大的胶

带拔除，再用清水彻底冲洗。还可

以选择冰敷法，对减轻局部反应有

效。

尽快就医。一旦被蜂蜇伤，经

过局部处理后，立即拨打 120 电话

或赶往距离最近的医院就医。

如何预防蜂蜇伤？分为一般预

防和免疫治疗。

一般预防。在户外运动时避免

穿着色泽鲜艳、彩色和黑色的衣服，

建议穿白色、绿色、卡其色服装，穿

长袖长裤。发现蜂时不要奔跑、鞭

打或扑打，保持静止，最好等蜂飞走

以后再离开。避免使用含香味的防

晒霜、香水等。保管好食物和饮料，

避免含糖和甜味饮料外露。如遇蜂

群，保持冷静，慢慢移动，避免拍打

或快速移动。如无法逃离，就地趴

下并用手抱住头部加以保护。非专

业人员不要触动马蜂巢。对于有过

敏高危因素者，建议随身携带肾上

腺素自动注射器备用。

蜂毒免疫治疗。这是对有蜂

蜇伤过敏史的患者最为有效的预

防方法，本质上是对蜂毒的脱敏治

疗，可以减轻蜂蜇伤后出现的早期

过敏反应，使机体获得对蜂毒的主

动免疫，能有效防止人体二次暴露

于蜂毒液后出现更为严重的过敏

反应。 据健康浙江

毒蜂蛰伤可致命 防范常识要谨记

饮料会诱发痛风？有的痛

风患者知道喝酒不好，就改喝冰

镇饮料来解暑。一般饮料不属

于高嘌呤食物，但大部分饮料中

都含大量果糖，一次性摄入大量

富含果糖的饮料，同样可以诱发

痛风。

果糖会在短时间内明显升

高体内尿酸水平，同时，果糖还

会减少肾尿酸排泄，进一步造成

体内尿酸升高。对于痛风患者

来说，糖是仅次于高嘌呤饮食的

第二大非健康食品，果糖饮料对

身体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

所以，痛风患者一定要拒绝

饮料和甜品。建议多喝水，以白

开水为主，一般每天至少喝到

2000 毫升，伴肾结石者最好能喝

到 3000 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

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

制水的摄入量。

据养生中国

摄入含果糖饮料
也可能诱发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