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叶丽 张

煜锌 记者 戴虹红）前几日，

李大妈去买菜时，一位陌生人

惊 恐 地 指 着 她 的 脚 发 出 尖

叫。李大妈低头一看，发现左

小腿上“破裂”，鲜血渗透裤

脚。她迅速从包里掏出一根

鞋带，用鞋带紧紧地绑住出血

部位，血流才渐渐止住。这已

经是她第三次用这种方法“自

救”。

为什么李大妈小腿会突

然流血？为什么她随身带着

一副鞋带？

近 20 年来，静脉曲张一

直困扰着李大妈。年轻时由

于长时间站立，退休后又帮女

儿带孩子，双腿渐渐爬满了青

紫色的“蚯蚓”。

3 年前，她的小腿皮肤变

得异常薄弱，甚至开始发黑，

稍一碰撞就会血管破裂，鲜血

外溢。一次出血中，李大妈急

中生智，使用鞋带捆绑止血，

效果“出奇得好”。此后，她养

成随身携带鞋带的习惯。但

这种应急的“土方法”其实隐

藏着巨大风险。

李大妈到了浙江省立同

德医院后，接诊的血管外科王

晓栋主任医师严肃地指出：

“盲目捆扎止血看似有效，但

实际上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危

及生命，不仅会导致出血加

重，长时间施压还可能引发肢

体远端的缺血与坏死。正确

的处理方法应该是抬高患肢，

使用无菌敷料加压止血，并尽

快就医。”

最终，李大妈接受个性化

静脉曲张微创手术，腿部只留

下几处小伤口。“早知道治疗

如此简单，何必忍受这么多年

的痛苦⋯⋯”术后第二天，她

摸着平整的小腿感慨。

全球约 30%的成年人受

静脉曲张困扰，女性发病率是

男性2-3倍。

医生指出，预防静脉曲张

要注意如下事项：

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

每隔 1 小时活动 5 分钟，可踮

脚尖、勾脚背促进血液回流。

穿医用弹力袜，帮助静脉

回流（需在医生指导下选择）。

休息时抬高双腿，最好将

腿抬高至心脏以上，以减轻静

脉压力。

加强运动，游泳、骑自行

车或快走等活动有助于增强

小腿肌肉的泵血功能。

王晓栋提醒，静脉曲张可

不是忍一忍就会好的小毛病，

它是会致命的“毒蛇”。如果

正经历下肢青筋凸起或反复

出血等症状，要尽早就医。

出门必带一副鞋带出门必带一副鞋带““保命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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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的通

知》提出相关要求。

通知提到，重点支持城

镇老旧小区等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合理配置新能

源汽车无障碍充电车位。

鼓励工程建设单位在新建、

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等环

节，邀请残疾人、老年人代

表以及残疾人联合会、老龄

协会等组织，参加意见征询

和体验试用等活动，积极吸

纳 反 馈 意 见 予 以 整 改 提

升。鼓励市民群众通过热

线电话、在线地图、小程序

等，以拍照、定位等方式反

映无障碍设施建设、使用方

面的问题，并及时处理反

馈。 据《人民日报》

我国将有序推进
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孙金铭

沈笑驰）“手术很顺利，结节

‘烧’完了，你现在感觉怎么

样？”手术医生蔡珍玉问。“感

觉良好。”做完甲状腺结节消

融术者赵大爷开心地说。

赵大爷今年 76 岁，3 年前

因肠癌做过两次大手术。以

后每年复查。去年 12 月体检

时，超声发现甲状腺有一个 5
毫米×7 毫米的结节。这对于

赵大爷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是

不是肿瘤又复发了？是不是

又 要 开 刀 了 ？ 赵 大 爷 害 怕

了。他想起住院期间为自己

做超声的那位态度好水平高

的蔡医师，于是来到浙江中医

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

新华医院），找到超声科蔡珍

玉主任医师。

蔡珍玉为检查甲状腺超

声后说：“您这个甲状腺结节

是良性的，可以考虑做甲状腺

结节的热消融治疗，不一定要

开刀处理。”“可以不开刀？！”

赵大爷开心地说，“那帮我做

掉。”

甲状腺结节热消融术，是

一种微创手术。简单地说就

是在局部麻醉状态下，超声引

导将消融针插入甲状腺结节

内 ，通 过 热 效 应 将 结 节“ 烧

死”，然后由身体慢慢吸收，达

到与外科手术相似的治疗效

果。由于这种术式创伤小，可

以当天入院做，做完就出院。

与传统外科手术相比，该

术式具有不留疤痕、不需要终

身服药、不需全身麻醉、手术

时间短等优势。

适合做这一消融术的有

这么几种情况：一是良性结节

>15毫米，单发或多发结节；有

进行性增大趋势更适合。二

是微小癌≤10 毫米，单发，超

声或 CT 没有明显淋巴结转移

征象。三是主观不愿意开刀

手术的患者。

只“烧”不开刀“融”化腺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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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民

政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印

发《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措施》提出，在重点满

足失能、失智等老年人照护

服务需求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普惠养老服务内容、供给

范围。支持地方开展居家

养老照护能力培训，推动居

家养老服务不断丰富内容、

提升质量。积极推动人工

智能辅助诊疗、康复训练、

健康监护等设备在普惠支

持型养老机构应用。鼓励

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内设

康复护理、老年食堂、活动

场地等设施向社区开放，支

持社区服务设施连锁化发

展。 据《健康报》

多部门推进普惠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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