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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解惑

近日，《中国晚期乳腺癌规范诊疗指
南 （2020 版）》 在第六届乳腺癌个体化治
疗大会上正式发布，指南根据国际、国内
相关研究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和讨论，符
合中国国情和临床实践需求，为我国晚期
乳腺癌诊疗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诊疗形势严峻

乳腺癌严重威胁全世界女性健康。资
料显示，2015 年，中国新发女性乳腺癌约
30.4 万例，发病率为 45.29/10 万，死亡约
7 万余例。尤其是在每年新发乳腺癌病例
中，约 3%～10%的妇女在确诊时有远处转
移。即使是早期患者中，有 30%～40%可
发展为晚期，5年生存率仅为20%。

近二十年来，我国多学科协作、成立
乳腺病专科，乳腺疾病诊疗获得迅速发
展，大大提升了早期乳腺癌治愈率，但是
目前晚期乳腺癌治疗率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马飞教授介

绍说：“整体的中国晚期乳腺癌治疗率比
欧美国家低。一线稍微好一点，二线治疗
率只有欧美国家的一半，三线治疗率只有
欧美国家的 1/3。这大大影响了晚期患者
的生存期。”

专家透露，我国晚期乳腺癌诊疗的规
范度亟待提高，尤其需要缩小地域之间的
差距。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缺乏可获得的
创新药品治疗方案，一些已经在中国获批
的创新药价格昂贵，欠发达地区难以负
担。

“创新药+规范”助力诊疗

“ 该 版 指 南 的 核 心 是 “ 创 新 药 + 规
范”，旨在提高我国晚期乳腺癌诊疗水
平”，马飞教授说。

在晚期肿瘤治疗上，中国既往存在着
一些治疗不规范的现象。另外，药物可及
性也至关重要。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徐兵河教授告诉

科普时报记者，“早期乳腺癌能治愈。晚
期乳腺癌的治疗重点是延长患者生存期，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晚期乳腺癌患者
有全身部位癌细胞转移，骨转移会引起骨
头疼痛。转移到肺会呼吸困难，还有精神
上的症状和压力。

“新药、新技术和新策略的研究，对
乳腺癌病人生命的延长意义重大”，马飞
教授说，“我相信随着新技术、新策略、
新方案和新药的应用，晚期乳腺癌有望
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疾病一样，病人
能够长期带病生存。这也是我们医生的
目标。”

晚期乳腺癌治疗存在的问题、相应的
解决方案在该版指南中都有表述。目前，
中国鼓励创新药物进入，近几年创新药进
入中国时间越来越短，中国本土创新药也
在积极推动药物研发。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肿瘤质控体系
将乳腺癌作为第一个试点的瘤种，在 200

家三甲医院推进，在未来的能力建设中提
升晚期诊疗能力。指南给晚期诊疗能力建
设提供了具有行政约束力的规范，让大家
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才是符合质量控制
标准的。

晚 期 乳 腺 癌 诊 疗 将 越 来 越 规 范
□□ 科普时报记者 项 铮

专家指出，早预防、早治疗是乳腺癌最好的防治方式。
我们应该知道，乳腺癌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徐兵河教授表示，以前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很低，近些年逐年增多且

绝经前女性患病率高。可能与我们生活方式改变相关。
几千年来，中国人保持低热量饮食方式，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非常少。现在，很多

年轻人接受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吃快餐、高热量饮食，缺乏运动，长此以往会导致一系列代
谢性疾病，增加心血管、胰腺癌、前列腺癌等的发病率。

乳腺癌与激素水平紊乱有关系。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可以增加体内激素，导致过多的
分泌激素刺激乳腺细胞。加之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往往造成内分泌紊乱，免疫功能降低，增
加患乳腺癌风险。

乳 腺 癌 与 生 活 方 式 密 切 相 关

小时候，每当家人心情烦躁，嘴里
生出苦味时，母亲总要弄回一些败酱草
来清心降火。也许正应了“以毒攻毒
的”说法，苦菜食后，心中那原有的苦
闷与烦躁顿时烟消云散。

败酱草，又名苦菜，南方叫苦丁，北
方称苦苣。《太平御览》有载：“《礼记·
月令·孟夏》 曰：‘小满之日，苦菜秀。’
蔡邕《章句》曰：‘苦，菜也。不荣而实
谓之秀。’”《诗经》 上说：“采苦采苦，
首阳之下。”《周书》曰：“小满之日苦菜
秀”。由此可见，苦菜是国人最早食用的
野菜之一，也是夏日不可或缺的食材。

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曾以苦菜充
饥，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有歌谣唱：苦
苦菜，花儿黄，又当野菜又当粮，红军
吃了上战场，英勇杀敌打胜仗。所以，
苦菜又被誉为“红军菜”“长征菜”。记
得儿时经常唱的一首儿歌，“春风吹，苦
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在食不果腹的
年代，从开春到入夏，苦菜一直是老百
姓充饥解馋的最好选择。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沉睡一冬的
苦菜，和风顺雨，抽芽吐叶。到五月
时，便长得很茂盛。一片片刺状尖齿的
叶片，中空的长茎，如管道般将源源不
断的乳汁输送给顶部的花朵，让舌状的
黄花开尽夏日的灿烂。《桐君录》 云，

“苦菜三月生，扶疏，六月花从叶出，茎
直花黄，八月实黑，实落根复生，冬不
枯”。苦菜，顾名思义味感甘中略带苦，
苦中带涩，涩中带甜，新鲜爽口，清凉
嫩香，即可炒食也可凉拌。凉拌时先将
苦菜择好洗净，过水轻焯控干晾凉，姜
蒜切末，加入盐、鸡精、香油、白糖、
米醋、辣椒油少许，搅拌均匀后装盘即
可。看起来，绿格盈盈，清新悦目；吃
起来爽口开胃，清凉辣香。

除此之外，有人还用米汤将苦菜腌
成酸菜，或是将苦菜用开水烫熟，挤出
苦汁，用以做汤、做馅、热炒、煮面，
脆嫩爽口，各具风味。“吃吃苦，尝尝
鲜，舒舒服服过夏天。”这是母亲经常说
的。一盘苦菜，就是最初的“满意”，让

炎热的夏天在绿色的舒坦中轻松而过。
虽然苦菜以苦享誉，但李时珍却称它

为“天香草”，不仅因为苦菜是一道美
食，还因为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
素等，具有抗菌、解热、消炎、明目和解
毒等作用，对咽喉炎、细菌性痢疾、感冒
发热及慢性气管炎等均有一定疗效。《本
草纲目》记载：（苦苦菜） 久服，安心益
气，轻身、耐老。所以，医学上多用苦菜
来治疗热症，古人还用它醒酒。

苦菜，初食者，也许觉得难以下咽，
其实，这只是食者没有吃出苦中的后味罢
了。如今，昔日让人嫌弃的苦菜，已被勤
劳的人们从山坡请到饭桌上，不仅农家乐
里有，就连在大饭店也备受青睐。凉拌苦
菜、苦菜烧肉片、苦菜什锦、苦菜酸辣汤
等，让苦菜出尽了风头。

如今，人们爱吃苦菜，我想，除了
换口味之外，也许更多的还有另一层意
思，那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作
协会员）

秋季，天气由热变凉，人体腠理由疏
松转为致密，阳气开始潜藏于内。秋风不
是总送爽，在暑往寒来、气候变化无常的

“多事之秋”，养生务须趋利避害，顺应天
时，要注意以下三个阶段的不同。

初秋：御暑热 保脾胃 解秋乏

御暑热 初 秋 暑 热 仍 未 退 去 ， 素 有
“火烧七月半，八月木樨蒸”之称，“秋老
虎”颇凶，因而仍要加强各种解暑降温保
健措施，预防中暑，防止“秋老虎”肆
虐。由于暑热最易伤心，人常表现出心烦
不宁，坐卧不安，思绪杂乱，此时应有意
识避开这种不良情绪的干扰，做到遇事不
烦，处事不躁，精神愉快，心情舒畅。

保脾胃 此时正值长夏季节，雨水较
多，湿气偏盛。湿邪为患，最易伤脾，人

常出现头重如裹、四肢倦怠、胸中郁闷、
食欲不振、大便溏泻等脾胃受损的症状。
因此应注意淋雨、涉水后要及时将身体擦
干，并避开水湿过盛之地。由于人体脾胃
功能较差，饮食应清淡，不宜为补充夏日
的消耗而大量摄入各种肉食，少食冷饮、
秋瓜等寒凉食物，以免中伤脾阳。

解秋乏 由于炎夏的消耗，入秋后不
少人会出现浑身疲软无力，精神欠佳，睡
意连绵，呵欠不断，食欲增强，却又不易
消化的秋乏现象。对此应从生活起居上进
行调整，将夏天的晚睡早起改为早睡早
起，注意不要熬夜，切忌过劳。秋乏的原
因是“隐性营养失调”，从饮食上进行调
理，最好的食选是猕猴桃。此外，还可多
喝些茶、咖啡，以醒神。

仲秋：防秋燥 护毛发 常秋冻

防秋燥 伴随自然万物干枯萎黄，人
体也反应出“津干液燥”的征象，如口鼻
咽喉以及皮肤发干、大便干燥等。对此应
从饮食上进行调理，宜常吃梨、柿、葡
萄、石榴、甘蔗、萝卜、番茄等新鲜果
蔬，以养阴润燥。秋燥甚者可用中医名方

“增液汤”（生地、麦冬、玄参、甘草各 10

克水煎） 代茶饮。同时，还应注意调节室
内空气湿度，保持环境中的水分。

护毛发 肺 主 皮 毛 ， 秋 天 干 燥 的 气
候，可致肺气虚弱而毛发不固，故在此时
节脱发相对增多。为做好头发的养护，防
止脱发，这段时间最好暂停烫发，用滋养
性强的洗发剂洗发，配用梳理剂，然后涂
抹营养性的发乳或发蜡。如果脱发多，可
一天按摩头皮 2~3 次，促进血液循环，减
少头发脱落。另可适食芝麻、核桃、黑
豆、黑木耳等食物，以养发、护发。

常秋冻 仲秋气温开始下降，虽凉却
不甚寒，这时是“秋冻”的较佳时期，尤
其是青壮年以及一些身体健康的老人和小
孩，穿衣要有所控制，有意识地让机体

“冻一冻”，以免身热汗出，伤阴耗气，并
为越冬打好基础。秋高气爽，又是爬山登
高的大好时节，开展这一传统养生活动，
能够提高机体对多变气候的适应能力以及
免疫力，增强体质。

晚秋：避风寒 消秋愁 打底补

避风寒 晚秋早晚温差变大，气候开
始转寒，此时须及时添衣，加强防寒保
暖，预防秋冬季多发的伤风感冒以及支气

管炎、肺炎、肺气肿等呼吸系统疾病。对
于既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讲，在深
秋要格外注意，这时常有寒流侵袭，气温
骤降，气血运行不畅者，易诱发中风和心
绞痛、心肌梗死，因而要加强自我调养，
严加防范。

消秋愁 秋天的萧索之景，往往使人
触景生情，多愁善感，难免情绪低落，
甚至悲忧。人们在秋天，尤其要注意精
神调养，设法改善种种不良心境，提高
对不良刺激的耐受性，避免不良情绪的
干扰。要多参加一些文体活动，或登高
远足，或水中泛舟，或琴棋书画，或养
花垂钓，或闻曲起舞，使秋愁在愉悦之
中悄然而去。

打底补 不 少 人 有 在 冬 季 进 补 的 习
惯，此时是调理脾胃，打“底补”的最佳
时期。对于底补，芡实是最好的食选，可
用芡实、红枣或花生仁加红糖炖汤服，或
用芡实炖瘦猪肉、牛肉、鸡肉等食用。还
有，山药和藕的效果也不错，同样可以用
来炖肉引补。经过底补，脾胃健运，入冬
后即可放心进补，以此抵御严寒。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吃益生菌能够排出抗生素？
流言：使用抗生素后吃益生菌，能排出抗生

素，降低其对身体的副作用。
真相：益生菌并不能把抗生素排出体外。
益生菌是指摄入足够数量后，对人体有益的

活的微生物，一般被用于治疗与肠道菌群紊乱
相关的疾病，如腹泻、消化不良等。而抗生素
主要用于治疗感染相关的疾病，抗生素除了杀
灭病原菌，也会杀灭人体的正常菌群。对于因
使用抗生素而导致肠道菌群紊乱的患者，使用
益生菌可能改善患者的症状。抗生素在人体主
要通过肾脏和胆汁排泄，不同的抗生素排泄途
径有差异。益生菌主要在肠道发挥局部作用，
几乎不会被人体吸收，也不会影响抗生素在肾
脏和胆汁的排泄。

儿童用药只要“减半”就好？
流言：很多药物没有儿童剂型，给儿童服用

成人药物时，采用“儿童减半”的剂量标准就行
了。

真相：儿童的用药剂量不能简单以成人剂量
减半来计算，一般需要以儿童的千克体重或体表
面积进行计算，以获得准确的服药剂量。

儿童具有许多不同于成人的解剖生理特点，
各系统、器官功能尚未健全，如肾脏清除率较
差，肝药酶分泌不足甚至缺乏，对药物的耐受
性、反应性和成人不尽相同，而且小儿疾病大多
危重多变，用药剂量更需准确。用药过量可能造
成儿童肝肾功能、器官、神经系统的损伤，影响
孩子的一生；用药量不足又会使儿童的疾病难以
得到有效治疗，发展成严重后果。

生乳标准下调使奶味变淡了？
流言：在2010年有关生乳的国家标准中，把

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的标准下调、放宽了。因
为标准低了，奶的质量差了，牛奶味道变淡了，
越来越没有奶味了。

真相：首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生乳》
（GB19301—2010） 针对的是被加工成鲜牛奶以及
奶粉、冰激凌等奶制品的原料，而非鲜牛奶产
品。实际生产中，乳制品企业在加工过程中，会
调整原料乳的成分含量来稳定生产达到标准要求
的产品。

其次，不能以奶味变淡了来衡量产品的好
坏。奶味是个很主观的感觉，个体差异大。牛奶
味道变淡包括口感和香味变化。口感与黏稠度相
关，并受酸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香味主要由脂
肪产生。而让大家觉得“现在的奶变淡了”的原
因是原料奶在生产加工过程中都会经过均质工艺
处理。这让牛奶中的脂肪破碎得更加细小，使牛
奶看起来更加洁白细腻，口感更细腻爽滑，没有
黏稠、厚重的感觉。

（科学辟谣平台发布）

科普时报讯 （记者 陈
杰） 夏末秋初，又到了流感
高发季，与以往不同的是今
年的流感季还伴随着国内新
冠疫情的常态化大环境，防
控流感及相关并发症比以往
更为重要。

日前，王辰、高福、张
文宏等多位医学专家都提
示，尽快在流感进入高发期
之前接种疫苗，避免新冠、
流感双重感染。王辰院士表
示：“秋冬和冬春季节新冠一
旦合并流感，将增加鉴别诊
断难度，隔离人群的社会负
荷会明显加大，社会资源的
耗费将显著增加，人群死亡
率会上升。”他提议，一般流
感疫苗在 9 月底以前接种，
不要晚于10月份，并建议今
年要扩大接种人群。

那么，目前国内流感疫
苗的预约情况呈现什么样的
态势呢？

科普时报记者了解到，
8 月 26 日起，阿里健康在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杭州、重庆、天津等全
国25座城市，上线了全家都
可接种的流感疫苗预约接种
服务。用户打开支付宝搜索

“流感疫苗”或者淘宝 APP
搜索“流感疫苗补贴”进入
专题页，就可以进行预约
了。

阿里健康免疫规划服务
负责人殷杰表示：“为了让消
费者可以更便捷地接种流感
疫苗，并全面了解接种知
识，阿里健康加急上线了

‘全家流感免疫计划’，为消
费者提供物美价优的预约服
务。”

至于哪些人群更需要接
种流感疫苗，专家建议，依
据季节性流感疫苗应用技术

指南，6 个月至 5 岁儿童、60 岁以上老年
人、特定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6月龄以
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及看护人员、孕妇或准备
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女性等人群，需优先接种
流感疫苗。

流
感
疫
苗
应
在
十
月
前
接
种

清 心 降 火 食 苦 菜
□□ 秦延安

顺 应 天 时 三 秋 养 生 各 不 同
□□ 宁蔚夏

双手轻轻放在一副掌型全息定位
检测仪上，敛气凝神，仅仅 1 分多钟时
间，电脑屏幕上就显示多达 9 页的身体
健康情况的检测报告，不仅有脏腑辨
证 、 早 期 疾 病 风 险 、 体 质 类 型 的 提
示 ， 同 时 ， 还 有 健 康 管 理 、 疗 效 评
估，拟定治疗方案等信息。

8月28日，科普时报记者在2020年科
技周海淀主场活动现场，亲身体验了一把

“中医CT”高端检测仪的神奇之处。
“检测报告显示，您的身体各项机

能还比较正常，但是心经虚弱，是不
是平常工作压力大，机体有亚健康的
趋势，您要注意劳逸结合啊。”现场负
责人、北京身心康科技公司张玥对记
者说。

真的是神奇的“中医 CT”，仿佛
一眼洞穿了我的五脏六腑，它到底是
怎么做到的呢？

据介绍，“中医 CT”全称叫中医
经络检测仪，是由国家药监局认证的
智能中医诊断设备，是一台高科技生
命全息象定位检测仪。它根据中医的
人体经络学说，通过手部智能感应，
对人体十二经络的二十四个穴位无创

采集经络信息。
“这台中医经络检测仪可以对身体

进行全面检测，评判人体经络、脏腑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并给出中医调
养指导方案，它还能对人体的精神活
动、心理活动、植物神经功能活动、
疲劳综合征、身体出现亚健康状态、
体能状态等提供准确的量化数据并做
出提示性判断。”张玥告诉记者。

“中医 CT”不仅可提供个性化的经
络报告，提供准确的经络辨识、体质辨
识和脏腑功能提示，还能提供详尽的起
居建议、饮食建议、茶疗、运动建议、
音乐调理、节气养生等，更有中医专家
一对一的详细解读报告，让测试者对自
己的身体情况有清楚的了解。

它只需 80 秒自动完成人体十二经
络探查，与名老中医临床辨证吻合率
高达 97.8%；152μA 生物电极限值，全
自动全息无创掌型检测，智能诊断分
析，无需人工干预；确保采集过程绿
色无创、无辐射，108 个标准评估分析
模型，1150 余种中医经典诊疗方案，
建立脏腑辨证标准评估分析模型的同
时，给出多种健康调理方案，精准量

化“未病”和“已病”程度，即刻掌
握发病倾向与关联症状病因，有利于
疾病早期预防及治疗。

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在中医诊疗
设备领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技术含
量不高缺乏先进性。随着现代科技与
中医理论的不断融合，更多的高端中
医医疗器械得以研发并转化应用。

数据表明，截至 2018 年，我国中
医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已超过 100 亿元，
中医医疗器械行业年增长率将维持在
30%~40%，预计未来 5 年，中医医疗器
械行业有望突破 600 亿元。未来，这一
行业发展潜力巨大，根据国家中医药
科技创新高端装备战略需要，以数字
化中医病理诊断分析系统等为代表的
高端中医智能诊断设备正迎来百年一
见的风口。

“中医 CT”正是基于百位名老中
医辨证经验、百万级中医临床数据，
构建中医辨证分析模型，实现人体功
能评估与风险筛查的智能中医诊断设
备 ， 它 是 可 以 标 准 量 化 中 医 数 据 结
构、支撑中医互联网应用与云计算开
发的智能中医诊断设备。广泛应用于

重大疾病风险精准筛查、人体功能中
医辨证评估、中医特色疾病精准化评
估、中医药疗效可视化评估、中医药
大数据挖掘与利用等领域。针对中医
药重点专科建设、中医药科研能力建
设、中医治未病与健康体检服务能力
建设、中医康复能力建设及妇幼保健
服务能力建设，提供全套软、硬件定
制化解决方案。

实际上，推动中医诊疗设备尤其
是高端设备的研发、生产和应用，提
升中医医疗器械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积极推进各级医院临床普及应用，不
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中医医疗服务需要
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还可以通过自
动化、智能化的中医设备，使中医及
中医医疗器械走向世界成为可能。

活动现场观众亲身体验“中医CT”

“ 中 医 CT” 为 啥 这 么 神 奇
□□ 科普时报记者 侯 静

它只需80秒自动完成人体十二经络探查，与名老中医临床辨证吻合率高达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