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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镜检查是发现胃部病变的关键
手段。“消化道是一个空腔脏器，常规
的CT、B超等影像学手段诊断准确性
不高，消化道早期病变多是通过内镜
检查实现早发现。近年来，随着内镜
技术的不断发展，无论是检出诊断还
是治疗都有了飞跃性的突破。内镜检
查不仅能发现早期病变，而且通过一
些放大内镜、超声内镜等手段，可以对
病变的边界、性质、浸润深度做出判断，
医生据此决策是否需要进行内镜下微

创治疗。胃肠镜检查非常有必要。”
邢洁提醒，40岁以上人群定期做

胃肠镜检查，如果第一次检查没有问
题，检查间隔时间可适当延长。如果
前期检查发现了问题，需根据病理结
果和医嘱定期复查。

不过，仍有部分人抗拒做内镜。
邢洁表示，从门诊上来看，大多数患者
的顾虑在于，以前普通胃肠镜是在非
麻醉状态下进行检查，内镜进入身体
后会恶心想吐，患者容易有畏惧心理；

有的年轻人觉得肠镜检查隐私部位，
怕尴尬；还有的人怕不安全，担心有不
良反应。“内镜虽然是侵入性检查，但
实际上已非常成熟，且并发症发生率
很低，专业医生肯定会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操作，一般不会对身体产生伤
害。”邢洁说，随着无痛内镜技术的发
展，检查也在朝着舒适化的方向改进，

“基本上相当于睡一觉就能把胃肠镜
检查都做了。”

据《北京青年报》

熬夜喝酒撸串 胃癌盯上年轻人？
近期，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胃癌的年发病人

数超过35万，位列所有恶性肿瘤第5位；死亡人数超过26万，位
列恶性肿瘤第3位，年轻人发病呈上升趋势。哪些生活方式容易
导致胃癌的发生？如何实现早筛早治？内镜治疗到底吓不吓
人？近日，记者专门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
中心副主任医师邢洁。她提醒，坚持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
量、合理管理压力、定期开展体检是防治胃癌的有效措施。

为何现在胃癌发病率越来越高？
邢洁表示，这些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健康意识也在增强，胃肠镜检查越来
越普及。同时，内镜诊疗技术也在不
断提高，检出率在增加。“值得关注的
是，胃癌发生确实出现年轻化趋势，许
多人20多岁、30多岁就确诊胃癌晚期
了。”

邢洁发现，在门诊中，这种年轻患
者并不少见。近期，29岁的女白领陈
鸣（化名）在友谊医院确诊了胃癌晚
期。陈鸣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已经很长
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没有在意，生完孩
子后发现症状越来越严重，整个人越

发消瘦、精神不振。来到友谊医院后，
正是邢洁给她做的胃镜检查。术中发
现，患者胃部癌变占位面积很大，已是
晚期，失去了内镜手术处理的机会，只
能通过外科手术切除了部分胃。命虽
保住了，但也影响后续生活质量。

回顾陈鸣平日里的生活状态，存

在不少危险因素：因为工作、生活压力
大，一日三餐饮食总是不规律，而且进
食速度很快，咀嚼不充分，无形中增加
了胃部负担。平时工作一忙就会点外
卖，爱吃高油高盐高糖食物，新鲜水果
蔬菜摄入较少。工作繁忙也影响了作
息，老是熬夜、睡眠不足。

邢洁表示，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很容易增加患胃癌的风险。从饮食习
惯来说，高盐高油食物，以及腌制、烧
烤类食物可能含有致癌物质，比如亚
硝酸盐、多环芳烃等，这些物质会刺激
胃黏膜。新鲜蔬菜水果中的抗氧化剂
和维生素有助于保护胃黏膜，但摄入
不足也可能增加胃癌风险。酒精、烟

草中的尼古丁也会刺激胃黏膜，增加
细胞癌变风险。另外，精神压力大、熬
夜，则会影响胃酸分泌和胃黏膜修复，
不利于胃部健康。

许多年轻人动不动就爱呼朋引伴，
半夜出去喝酒撸串。其实，肉类食物经
高温炙烤烹饪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如
多环芳烃，这种物质会刺激胃黏膜，导

致其损伤、炎症、溃疡。高盐食物会增
加胃黏膜的氧化应激反应，导致细胞损
伤、基因突变，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幽
门螺杆菌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一般认
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与慢性胃炎相
关，因为这种细菌会分泌一种毒素，会
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导致炎症、溃
疡的出现，应及时治疗。

胃癌或与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饮食作息不规律
29岁胃癌晚期

胃镜检查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入冬以来，医院眼科急诊经常会遇
到一批特殊的患者。他们的眼睛出现
疼痛难忍、泪水不断、睁眼困难等症
状。当医生询问病情时，多数患者都有
近期滑雪的经历，且未佩戴防护镜。专
家提示，这可能是患上了电光性眼炎，
也就是常说的“雪盲症”。建议在滑雪
时一定要佩戴好防护镜，保护好眼睛，
避免电光性眼炎的发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眼科主任医师黄映湘介绍，电光性眼炎
也称为“雪盲症”，是由于受到紫外线过
度照射所引起的眼结膜、角膜的损伤。
其主要临床表现包括眼睑、结膜红肿，
剧烈的异物感和疼痛，怕光、流泪和睁
眼困难，发病期间还会有视物模糊的情
况。

众所周知，进行电焊或气焊时，会
产生大量的紫外线，如不戴防护镜或防
护面罩，会引起眼部的损伤。“相比于电
焊，自然环境中的紫外线强度要低很
多，但是在高山、冰川、雪地、海面或沙
漠等地区，由于反射光的紫外线含量增
高，眼睛长时间大剂量地暴露在紫外线
下也会受到损伤。”黄映湘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眼科主治医师孟博说：“紫外线可能会
导致角膜上皮脱落，上皮间的神经末梢
暴露，这是眼睛出现剧烈疼痛的原因。
一般疼痛症状可持续6至8小时，而后
逐渐减轻，约2到3天可完全恢复。”

专家介绍，电光性眼炎的主要治疗
措施包括减少用眼，最好闭眼休息，或
应用促进角膜上皮修复的药物、抗生素
眼药水及眼药膏。

黄映湘提示，不要为了止痛就滥用
表麻药，表麻药有刺激性，会妨碍角膜
上皮的生长。因此如果眼睛疼痛，能忍
受就尽量不要频繁使用。眼部症状一
般1天后就会明显好转，损伤的角膜上
皮2到3天也可完全愈合，因此不必过
度担心。

据新华社

冬季滑雪
当心“雪盲症”

新华社东京 12月 15 日电（记者
钱铮）日本东北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日前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报告说，
一项以儿童为对象的大规模调查分析显
示，3 岁前持续在保育机构集体托儿对
儿童发育会产生积极影响。

东北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日
本传统观念认为，幼儿3岁之前要由母
亲亲自育儿，否则会对他们今后的成长
造成不良影响。虽然日本厚生劳动省曾
表示这种观念并无确切依据，但日本并

未就此课题进行过独立大规模调查。
东北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以约4

万名儿童的长期跟踪调查数据为基础，
研究保育机构的集体托儿对儿童发育和
健康的影响。出生后6个月至1岁进保
育机构且到3岁为止一直在保育机构集
体托儿的儿童为暴露组，出生后6个月
至 3 岁没进过保育机构的儿童为对照
组。

研究人员用美国《年龄与发育进程
问卷》第三版（ASQ-3）来评估对象儿童

的发育状况。ASQ-3由30个项目的问
题构成，分为交流、大运动、精细运动、解
决问题能力和个人社交技能5个方面，
根据家长的回答给出相应的分数，最后
再算出每个方面的合计分数。分数不到
界限值的意味着发育迟缓。

研究人员发现，6个月大的时候，暴
露组和对照组的儿童发育并无差异，而
到3岁的时候，暴露组在全部5个方面的
得分低于界限值的人数占比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特别是交流和个人社交技能两

个方面的差异尤为明显。
公报说，本项研究显示了保育机构

对幼儿早期发育的积极效果，证明了给
儿童提供机会让他们与更多其他人交流
的重要性。

不过，本项研究只对比了儿童 3 岁
时的发育状况，并未涉及3岁以后的发
育状况以及评价发育以外的比如亲子关
系、孩子情绪稳定性等方面，所以集体托
儿和在家育儿孰优孰劣还需进一步研
究。

日本研究显示3岁前集体托儿对儿童发育有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