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王蕊 江

晨 郑静）头被按进水里你能

撑几秒？气管被肿瘤堵得几

乎没有缝隙，“窗口期”又有多

少？最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的专家

借助“神器”，帮助患者打通控

制呼吸的“生命通道”。

77 岁的老李，台州市天台

人，是个“老烟枪”。2017 年，

他被确诊为右肺鳞癌，手术切

除右肺上叶后一直靠中药调

理。2021 年起，老李肺癌复

发，他来到浙大一院治疗，经

过规范化疗及两年的免疫维

持治疗，实现了带瘤生存。

2024 年底起，老李咳嗽不

停，出现痰中带血、呼吸、吃饭

吞咽困难。今年元宵节傍晚，

老李再也支撑不住，面色青

紫、喘气费劲，胸骨、锁骨的上

窝 和 肋 间 隙 出 现 明 显 凹 陷

（“三凹征”），被急送至浙大一

院庆春院区急诊科。

胸部 CT 提示：大气道占

位，气道重度狭窄。前来会诊

的相关科室专家评估后认为，

这次肿瘤复发已属晚期，无法

手术，病灶再进展一点，可能

造成气道完全梗阻、窒息，再

拖下去真会没命。

“用‘镜子’试试。”呼吸内

科主任周建娅教授口中的“镜

子”是指支气管镜。她利用硬

质支气管镜开通气道，同时在

高频叠加喷射通气装置这一

“神器”保障下，为老李置入 Y
型气管支架，重新打通了“生

命通道”。麻醉苏醒后，老李

激动地说：“能畅快呼吸真好。”

周建娅介绍，如果在全身

麻醉下，直接使用硬质气管镜

治疗，虽然可以快速开通气

道，但是老李本身肺功能就

差，术中极可能出现低氧，必

定会有二氧化碳潴留，进而导

致 无 法 完 成 操 作 并 危 及 生

命。高频叠加喷射通气装置

能更加有效维持氧和，只要患

者气道还有缝隙，就能保证手

术较为顺利地进行。

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是

晚期肺癌、尤其是气道肿瘤的

重要治疗方法之一。在支气

管镜下，通过各种器械设备切

除患者气道内的肿瘤，能够减

轻气道阻塞导致的咳痰障碍、

呼吸困难等症状，从而改善患

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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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显示，跑完马拉松

后，跑者特定脑区的髓磷脂

数量似乎会减少，但这种效

应在比赛两个月后会完全

恢复。

长期运动会使人体消

耗储备能量。比如，马拉松

跑者主要将糖原这种碳水

化合物作为能量来源，但当

肌肉中的糖原耗尽时便会

开始消耗脂肪。

研究所团队此次在 10
位马拉松跑者（8名男性2名

女性）参加42公里比赛前后

的48小时内，对大脑进行磁

共振成像，发现12个白质区

域的髓磷脂含量会一致性

减少，在赛后两个月恢复。

团队指出，仍需开展进一步

研究评估这些变化对于与

这些区域相关的神经生理

学和认知功能是否也有影

响。 据《科技日报》

跑马拉松需“烧脑”
供能两个月完全恢复

本报讯（记者 林乐雨 通

讯员 胡林彬 谢文竹）如果你

经常出现疲劳、头晕、心慌面

色唇色苍白、指甲脆裂，可能

是贫血征兆。需要及时到医

院做血常规检查。临床诊断

贫血时，血红蛋白（Hb）浓度

是重要指标，而查明贫血原因

和类型的关键，要关注“贫血

三项”。什么是“贫血三项”？

它是指叶酸、维生素 B12 和血

清铁蛋白。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吴

山院区（杭州市肿瘤医院）检

验科主管技师吴伶莉说，饮食

结构不均衡，长期偏食或节食

可能导致铁、叶酸或维生素

B12 等 造 血 营 养 素 摄 入 不

足。吸收不良，如患有小肠吸

收不良综合征、短肠综合征、

小 肠 麻 痹 等 可 导 致 叶 酸 缺

乏。胃肠疾病患者或者恶性

贫 血 患 者 可 能 出 现 维 生 素

B12 吸收障碍。此外，代谢异

常、服用什么特定药物等也会

导致以上某类营养素的缺乏。

此外，不明原因贫血可能

是某些肿瘤的信号。比如多

发性骨髓瘤，癌细胞会“霸占”

骨髓，影响正常造血，导致贫

血。重度贫血可能提示肿瘤

进展到较晚期。此外，放化疗

可能抑制骨髓造血，导致贫血

加重或新发贫血。

如何预防“贫血三项”关

键营养素缺乏？吴伶莉建议，

要均衡营养，多吃富含造血营

养的食物，红肉、动物肝脏补

铁，绿叶蔬菜、豆类、坚果、柑

橘类水果补叶酸，蛋类、奶制

品、瘦肉、鱼类等能有效补充

维生素B12。

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要

尤其关注 B12 水平，预防神经

损伤。

看懂“贫血三项”预防神经损伤
日本一项研究显示，真

菌中的念珠菌和其他导致

龋齿的病原菌一样，在厌氧

环境中能利用糖产生酸，且

氟化物抑制念珠菌产生酸

的效果比较差。这表明真

菌也有引发龋齿风险。

本项研究提示，真菌是

龋齿的一种新风险因素。

以往预防龋齿都是以细菌

为对象，今后有必要研发包

括真菌在内的口腔内微生

物平衡的新预防方法。

据新华网

真菌也有
引发龋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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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专家团队操作支气管镜。浙大一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