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识别免疫性心肌炎？？？？？？？？？？？？？？？？？？？？？？？？？？？？？？？

哪些患者是免疫性心肌炎的高发人群？？？？？？？？？？？？？？？？？？？？？？？？？？？？？？？

出现免疫性心肌炎怎么办？？？？？？？？？？？？？？？？？？？？？？？？？？？？？？？
研究表明，在免疫性心肌炎发

作后的 24 小时内开始激素治疗，其
疗效明显优于 72 小时后才开始治

疗。因此，及时诊断和治疗非常关
键。

孔诚医生特别提醒，医患双方都

应提高警惕，及时发现、诊断与治疗，
让患者获得较好预后。

据《扬子晚报》

免疫性心肌炎好发于什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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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肺癌一字之差
肺腺癌很“凶险”吗

近日有媒体报道，魔术师刘谦在
出席活动时表示自己抗癌成功，身体
完全康复。据悉，他在今年 8 月底亲
口证实罹患肺腺癌，在春晚之前已经
查出肺部有阴影，2月中旬做完手术。

但同样是肺腺癌，前段时间知名
主持人顾国宁却因此不幸离世。一
时间，肺腺癌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与肺癌一字之差的肺腺癌到底是什
么病，为何如此年轻的两位患者会有
完全不同的结局？江苏省人民医院
医疗集团逸夫医院肿瘤科执行主任
沈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肺腺癌
作为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种，症状表现
与其他肺癌并无太大差别，有时表现
为普通咳嗽、咳痰和胸痛等，但早期
无症状，常常在体检时被发现，晚期
预后较差。

沈华介绍，肺癌主要分为小细胞
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而肺腺癌和肺
鳞癌都属于非小细胞癌比较常见的

两类，相比而言，小细胞肺癌的恶性
程度更高，预后更差。“肺腺癌患者的
生存期因人而异，病情的严重程度、
治疗方法的选择、患者的身体状况等
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早期发现并
治疗，患者的五年生存率相对较高，
到了晚期，如果通过基因检测配对，
选用了合适的靶向药，也能很大程度
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不过，不同基因
突变类型，使用不同的靶向药之间的
效果差别也很大。”

“我们临床上确实发现肺腺癌的
女性患者偏多，肺鳞癌的男性患者偏
多，因为肺鳞癌和吸烟有一定的关
系。但近年来，男性肺腺癌的发病率
也在升高。”沈华告诉记者，总体肺癌
的发病率也呈年轻化趋势，跟空气污
染、厨房油烟、吸烟以及一些职业暴
露、精神压力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此
外，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疾
病等肺部疾病的患者也是肺癌的高风

险人群。
因为早期症状相对隐匿，很多肺

癌患者在发现症状就医时往往已经到
了中晚期，预后效果并不理想，所以，
定期体检是重要的预防手段。沈华建
议，有吸烟史、职业暴露史、家族肺癌
史或慢性肺部疾病史等人群，应每年
进行一次胸部低剂量 CT 肺癌筛查，
早发现、早治疗，5年生存率可显著提
高。年度筛查结果正常的，建议每 1
年～2年继续筛查。

记者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发
布的《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2024
年版）》，将肺癌筛查的最低年龄标准
从55岁降至50岁。“随着检查手段的
不断进步升级，1毫米～2毫米的结节
也能被筛查到，但大多都是良性的。
直径大于 8 毫米，有毛刺、分叶、血管
穿行等是常见的恶性影像学特征，这
些才属于高危结节。”沈华说。

据《扬子晚报》

□专家解惑

进展呈暴发性！免疫性心肌炎如何识别
在肿瘤治疗中，免疫治疗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肿瘤的免疫治疗是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

疫系统来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从而清除和杀灭肿瘤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免疫治疗的副作用
总体上比传统化疗轻，多数病人使用以后没有明显不适，但是由于它复杂的机制也会引起相关器官比
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免疫性心肌炎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它的特点是什么？有什么临床表现？如何
早期识别？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医师孔诚来给大家解读。

免疫性心肌炎发生率较低，大
约在 1%到 2%之间。由于发生率不
高，人们对其认识不足，容易导致
忽视和误诊。若未能得到及时适

当的治疗，急性免疫性心肌炎的死
亡率可能非常高，约从 25%到 50%
不等。

病症多见于免疫治疗的早期，通

常在治疗开始后的三个月内，中位
发病时间为开始免疫治疗后 34 天，
尤其在第一次和第三次免疫治疗输
液后最为常见。

免疫性心肌炎通常以非特异性
症状起病，容易被忽视。有些患者
症状可能仅表现为疲劳、无力、肌肉
疼痛，这些症状与一般药物反应相
似。有些患者可能表现为复视、眼
睑下垂、头晕、晕厥等。也有患者出
现典型的心脏症状，如胸痛、胸闷、

端坐呼吸、呼吸短促、心悸和下肢水
肿等。由于其非特异性表现，常被
忽略和误诊，可能导致疾病迅速恶
化和预后不良。

早期识别免疫性心肌炎应首先
注意观察相关症状，如心悸、胸痛、
心力衰竭症状或肌肉疼痛无力。对

于高危患者，应在免疫治疗后常规
进行肌钙蛋白监测。肌钙蛋白正
常，尤其是超敏肌钙蛋白 T 正常时，
患免疫性心肌炎的可能性较低。若
肌钙蛋白升高，则需进一步进行心
电图、心脏超声等检查，必要时进行
心脏磁共振检查。

孔诚医生介绍，目前没有能够预
测免疫性心肌炎的办法。但是一些因
素的存在可能会伴随免疫性心肌炎风
险的增加，包括：

1. 双免疫治疗：使用两种免疫药
物联合治疗可能显著增加免疫性心肌
炎的风险。

2.联合心脏毒性药物：免疫治疗

同时使用其他心脏毒性药物，如抗血
管生成靶向药物或蒽环类药物，也可
能增加免疫性心肌炎的发生。

3.非心血管免疫不良反应：如果
患者出现免疫性骨骼肌肌炎等非心血
管免疫不良反应，伴随免疫心肌炎的
可能性也会增加。

4.心血管疾病病史：以往有心血

管疾病史或之前治疗已造成心脏损害
的患者，如心肌梗死、心衰或心肌炎，
再次接受免疫治疗时，患免疫心肌炎
的风险也会增加。

5.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往有自身
免疫性疾病，尤其是当疾病已影响至
心脏时，免疫治疗后免疫心肌炎的发
生率可能会增加。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长久
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学习和记忆通
常只与大脑有关。美国一项新研究
表明，身体中的其他组织细胞也具
有类似功能。这为了解记忆形成过
程开辟了新途径，并为治疗与记忆
有关的疾病等带来新可能。

美国纽约大学研究人员研究了
人类的两种非脑部细胞：一种来自
神经组织，一种来自肾脏组织。他
们让这些非脑细胞接触不同模式的
化学信号，就像我们在学习新信息
时脑细胞接触神经递质这种化学物
质一样，以模拟随时间推移的学习
过程。作为回应，非脑细胞会产生
跟脑细胞相同的模式，开启一种“记
忆基因”。

为更直观地监测非脑细胞的记
忆和学习过程，研究人员对这些细
胞进行改造，使其产生一种发光的
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能够显示“记忆
基因”何时开启、何时关闭。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非脑细胞
能够识别化学脉冲（用以模拟大脑
中神经递质的激增）的重复模式。
当脉冲以间隔方式发送时，它们会
比一次性发送相同数量的脉冲更强
烈地激活“记忆基因”，激活持续时
间也更长。这一现象与大脑中神经
元的学习和记忆能力相似，表明非
脑细胞同样具备学习和记忆功能。

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学习能
力并不是脑细胞所独有的，实际上
它可能是所有细胞的基本特性。这
一发现为了解记忆的工作原理打开
一扇新大门，并可能带来更好的方
法来提高学习能力和治疗与记忆有
关的疾病。

世界气象组织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
大会（COP29）期间发布报告说，
2024 年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
热的一年。

这份名为《2024年气候状况更
新》的报告基于对 6 个国际数据集
的分析。据报告介绍，在有增温效
应的厄尔尼诺事件推动下，2024年
1月至9月全球平均表面气温比工
业化前平均值高约 1.54 摄氏度。
2024 年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
热的一年，当前确认的有记录以来
最热一年是2023年。

报告指出，由于大气中温室气
体水平不断攀升，气候变化在一代
人时间里的变化急剧加速。2015
至 2024 年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10 年；冰川的冰损失、海平面上升
和海洋升温都在加速；极端天气等
正在对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造成
严重破坏。

据新华社

世界气象组织：

2024年或成有记录
以来最热年份

□科普时间

新研究发现记忆
不仅存在于大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