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吴煜 记

者 戴虹红）原以为坚持锻炼

练出了“麒麟臂”，没想到竟是

皮下埋藏的巨大隐患！近日，

带着疑惑，陈先生来到浙江中

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

省中医院）皮肤整形美容科就

诊，和医生林金讲述了他的经

历。

65 岁的陈先生退休前一

直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虽然到

处奔波，身体倒是健硕，退休

后，活动量明显减少，体重逐

步增加，腰围也日渐增大。于

是，他决定加强锻炼，早上跑

步 ，中 午 俯 卧 撑 ，晚 上“ 撸

铁”。一段时间后，原本开始

松垮的肌肉紧实起来，特别是

右臂肱二头肌，围度迅速增

大，仿佛大力水手，而且两只

手臂围度越来越大。

到医院经磁共振检查发

现，陈先生右臂肿块并非肌

肉，而是脂肪瘤。虽然脂肪瘤

本身是良性肿瘤，但考虑到其

体积较大，且与周围组织关系

复杂，存在一定手术风险。林

金团队立即为他制定了详细

的手术方案，成功分离并切除

了像鸡蛋大小的脂肪瘤，并且

进行创面的美容缝合。

40 岁出头的张大哥从事

搬家行业，虽然精瘦但一直

很有力气。前几个月，他发

现右腿明显比左腿变粗，但

没有肌肉的弹韧感，甚至有

些地方是僵硬的。发现不对

劲的他，也来到浙江省中医

院 就 诊 。 穿 刺 活 检 病 理 证

实，肿瘤为脂肪来源，病理检

查显示为高分化脂肪肉瘤。

这是一种恶性程度较低的软

组织肉瘤，其细胞形态接近

正常脂肪细胞，但仍具有一

定的侵袭性和复发风险。医

生 迅 速 为 张 大 哥 安 排 了 手

术，完整切除其肿瘤并保留

了肢体功能。术后病理检查

证实为高分化脂肪肉瘤。

林金介绍，这是脂肪肉瘤

中最常见的亚型，其特点是肿

瘤细胞形态接近正常脂肪细

胞，恶性程度较低。软组织肿

瘤早期症状大多不典型，易被

忽视或误判。

“正常锻炼的话，肌肉围

度不会迅速增大，起码得几个

月。”林金说，前面两位患者能

及时发现身体异常“值得表

扬”，他同时提醒，若发现身体

任何部位在短时间内出现异

常肿胀、增大，尤其是增长速

度较快或质地与正常肌肉不

同时，切勿掉以轻心，应尽早

就医检查。

练出练出““麒麟臂麒麟臂”？”？竟是脂肪瘤竟是脂肪瘤！！
异常肿胀早发现很关键异常肿胀早发现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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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塔夫茨大学牙科

学院和医学院近日发表的

研究称，已开发出一种创新

型“智能”植入物，可以“生

长”到牙龈中，与现有神经

融合，模拟真牙的形态和功

能。更重要的是，它可更容

易、温和地植入，无需钻孔。

这种“智能”植入物是

一种人造牙齿，拥有可生物

降解的外层，包含干细胞和

促使细胞成熟为神经组织

的特定蛋白质。新技术无

需复杂的外科手术，植入物

比要取代的牙齿小，有一层

橡胶纳米纤维，随着外层的

生物降解而膨胀，从而固定

在牙槽窝内的软组织中，而

不是在骨头上。植入后，它

会逐渐长大，填补空隙。

据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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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动脉瘤是常见脑

血管疾病。流行病学数据

显示，该病整体发病率为

3%，10-30%为多发性动脉

瘤，年破裂风险约 1%。一

旦破裂，可导致蛛网膜下腔

出血，致死率高达 20-50%，

幸存者常遗留严重神经功

能障碍（如偏瘫、失语等）。

首都医科大学一团队

最新研究发现，口腔和肠道

中的微生物菌群会通过复

杂的机制影响血管健康，甚

至通过直接定植或免疫调

控参与颅内动脉瘤的发生

与发展。在日常生活中积

极采取相应措施，能更好维

护菌群平衡，守护血管健

康，降低动脉瘤等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风险。 据健康报

口腔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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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叶丽 张

煜锌）“医生，我耳朵实在太

痒，还有水流出来。”前几天，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耳鼻咽喉

科熊高云主任诊室来了患者

刘先生，只见他坐立不安，还

用小手指不停在耳洞里转圈。

熊高云用视频耳内镜一

探究竟，发现刘先生双侧耳朵

“发霉”了。外耳道和鼓膜表

面覆盖着一层真菌样的菌丝

结痂，长了很多“小蘑菇”，诊

断为真菌性外耳道炎。

刘先生平时有掏耳朵的

习惯，特别钟爱这种酥麻上头

的感觉。最近他感觉耳朵特

别痒，又闷得发慌，越痒他掏

得越频繁，结果痒感非但不见

好转，耳朵还有液体流出，臭

臭的，听力也减退了。

根据刘先生的病情，熊高

云为他做了高清视频耳内镜

下的外耳道清理，在外耳道涂

上抗真菌药膏，并叮嘱隔天来

医院换药，洗澡时避免进水。

经过两周治疗，刘先生外

耳道基本恢复正常状态，耳痒

症状也消失了。

真菌性外耳道炎是一种

耳部常见疾病，由真菌感染所

致，梅雨季更易受侵袭。“平时

特别要注意，耵聍（即耳屎）对

耳朵有保护作用，过度清理反

而容易失去这层屏障，还可能

使耳垢或者水分进入耳朵更

深处。”

熊高云提醒，真菌性外耳

道炎症状主要以耳痒为主，耳

闷胀感、耳朵有少量水样分泌

物流出为伴随症状。当真菌

大量繁殖形成团块，覆盖在外

耳道及鼓膜表面时，会出现耳

鸣及听力下降、耳堵塞感等症

状。当合并细菌感染时，会出

现耳痛、耳流脓、肉芽肿甚至

面瘫。

真菌性外耳道炎喜欢盯

上的人群：喜欢挖耳、采耳；爱

好游泳；长期处于高温、潮湿

环境；免疫系统受损者，如糖

尿病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

全身长期大剂量应用抗生素

或耳内滴用抗菌素，会增加真

菌感染的机会。

梅雨季节耳朵也容易梅雨季节耳朵也容易““发霉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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