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徐小翔 通

讯员 孙金铭）西药、中成药、

泻药⋯⋯尽管拥有“三件套”，

72 岁的严阿姨还是饱受便秘

困扰，还因为反复肠梗阻多次

住院，有时一周解一次大便，

排出时一颗颗像羊粪蛋。

不久前，严阿姨找到浙中

医大二院（省新华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钟继红，后者发现她

体形消瘦，营养状况下降，肤

色萎黄。严阿姨喜欢甜食，易

怒，一生气大便就拉不出来，

容易出现腹痛、心悸、手足烦

热、口干舌燥等。

钟继红给她做了相关检

测后提示为肠动力不足。之

后，钟继红在仲景经方小建中

汤基础上进行加减处方。半

个月后，严阿姨来复诊时，惊

喜地说：“大便明显好起来，开

塞露都不用了。”

钟继红分析，严阿姨的便

秘与消化吸收功能低下、营养

不良、胃肠动力不足有关。用

中医的观点就是，荣卫失所

有，津液失所行，治疗关键在

于灵活运用补虚与泻实。

浙中医大二院（省新华医

院）执行院长、副院长刘英超

教授表示，常年便秘不仅影响

生活质量，更是心脑血管等疾

病的潜在导火索。

长期便秘患者结肠癌风

险较常人提升 2.4 倍，阿尔茨

海 默 病 发 生 率 增 加 18% ，但

只有不足 20%患者接受规范

的 临 床 评 估 和 系 统 医 疗 干

预。

很多人认为，便秘就吃泻

药。但随着长期用药，传统的

泻药会越吃越无效，且长期应

用容易产生药物依赖及副作

用。刘英超表示，中医中的便

秘更多地和辨证分型密切相

关，不同的患者给予个性化治

疗方案。

“我们充分发挥中西医结

合优势，针对不同类型便秘，

制订生活干预、治疗方案。”刘

英超解释，比如针对最为常见

的慢传输型便秘，除了常规药

物治疗，还辅以中医经典方、

穴位贴敷等疗法，配合饮食干

预、康复训练，改善肠道运动

功能。

“总的来说，如果家里老

人出现每周排便次数小于 3
次，或有排便困难、解之不尽

的情况，建议来医院做一个诊

断。”钟继红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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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临近，4月18日，杭州种福

堂中医院将在杭州西湖区

外桐坞村开展专家肿瘤科

普讲座、抗癌结对子、书籍

赠送、识别中草药等主题活

动，诚邀参与。

据了解，孙氏中医立足

中医治疗肿瘤30余年，坚持

独特中医特色，开创疗效显

著的孙氏中医疗法，以杭州

种福堂中医院、杭州艾克中

医肿瘤门诊部、金华艾克医

院 为 阵 地 ，服 务 百 姓 健

康。

活动当天，杭州种福堂

中医院院长孙彩珍将为大

家作肿瘤科普知识讲座，带

领大家寻识中草药，并赠送

其主编的《中医肿瘤临证经

验集》书籍。

杭州市
中医抗癌讲座等你来

本报讯（通讯员 朱韵熙 莫

斯柯）小张是一名办公室职员，

平日琐碎事务很多。半年前，

她下午工作时眼皮总不自觉地

下垂，看电脑久还出现重影。

最近，她双手越来越没力气，

常常头晕，眼皮一直耷拉，重

影日益加重。无奈之下，小张

来到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就诊。

接诊医生询问病史后察

觉到这并不是单纯的疲劳。

进一步检查显示，小张血液中

乙酰胆碱受体抗体阳性，胸部

CT发现前纵隔占位，考虑胸腺

瘤。最终她被确诊全身型重

症肌无力，这是一种自身免疫

性神经肌肉疾病，由神经-肌

肉接头传递功能障碍引起。

神经内科随即邀请祝明华

主任医师进行会诊。祝明华分

析，单纯使用药物效果不佳，建

议行纵隔肿瘤切除+全胸腺切

除。术后第二天，小张感觉眼

皮不再下垂，手臂力量也恢复，

术后两周，她开始正常上班。

祝明华提醒，这种疾病多

见于年轻女性和年龄较大男

性。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要尽

早就诊。

眼肌无力：复视、上眼睑

下垂等。面肌：面无表情，试

图 微 笑 时 可 能 出 现 苦 笑 面

容。颈部和肢体肌：仰头困

难，肩不能抬、手不能提，站起

来或上楼梯十分困难等。延

髓肌无力：咀嚼易疲劳、吞咽

困难和构音障碍（说话有鼻音

或声音较小）。呼吸肌无力：

呼吸急促、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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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2 日从东南大学获

悉，该校首席教授梁高林带

领团队研发出一项“释放与

捕获”药物的新型递送策

略，可以让化疗药物更精准

地“锁定”在肿瘤部位，使其

长时间发挥作用。

梁高林带领团队设计出

新型纳米复合体，发现其抑

制肿瘤生长，将化疗药物靶

向利用率提高到5-15%。这

种药物递送策略，为解决传

统化疗方法中靶向性差、副

作用大、损失健康细胞等问

题提供新路径。如果进入临

床，有望为难以手术切除的

转移性肿瘤定制更为高效的

治疗方案。 据《科技日报》

新策略让药物
精准“锁定”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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