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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直肠肿瘤是消化系统中发病率较高的疾病，有较高的死亡率
及致残率，对患者的身体、心理及经济均造成了沉重的负担。随着
年龄的增长，患结直肠肿瘤的概率增加。不少人对结直肠肿瘤了解
不深，甚至存在较多误区，该病一旦确诊，大多都分期较晚，预后
不佳。若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能就能避免不幸的结局。
潍坊市中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郅重阳表示，很多结直肠肿瘤与饮食
习惯、生活环境等息息相关。
　　前段时间，60岁的王先生因为大便习惯改变（次数多、量
少、暗红色血便）、体重下降到潍坊市中医院就诊，住院后行肠
镜检查，确诊为乙状结肠肿瘤，继续完善其他影像学检查，排除
手术禁忌，医生很快给他安排了腹腔镜乙状结肠癌根治术。庆幸
的是，王先生术后分期为早期，免于放化疗的痛苦，仅需定期复
查肠镜、CT即可。经过随访，王先生恢复良好，辅助检查也未见
肿瘤复发征象。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先生一样幸运，56岁的张先生也是
因为暗红色血便、大便次数多就诊。巧合的是，张先生是王先生
工作上的徒弟。张先生做完肠镜，也确诊为乙状结肠肿瘤，继续
完善其他影像学检查，令人遗憾的是，张先生分期较晚，并且腹
膜转移，丧失手术机会。
　　这种情况在临床中也是常见的，比如生活环境相同，生活
方式及饮食习惯类似的“夫妻癌”。因为肿瘤的发生一般与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丈夫长期抽
烟，而妻子不可避免会吸入二手烟，二人罹患肺肿瘤的可能性
就会增大；夫妻二人均喜欢吃腌制食品，则患食管、胃肿瘤的
风险会增高。肿瘤本身不传染，不用过度焦虑。此外，罹患肿
瘤除了生活饮食习惯等因素，也与生活环境、遗传因素、炎症
性肠病、息肉等有关。
　　郅重阳称，结直肠肿瘤的发生与下面这些因素息息相关。
　　饮食习惯：高脂、高糖、高蛋白、低纤维饮食习惯，与结
直肠肿瘤发生有一定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进食过多红肉，
可能是患结直肠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生活环境：若生活或工作环境存在某些化学物质（石棉
等）、放射状物质、有毒物质等，结直肠肿瘤发生率较高。
　　遗传因素：结直肠肿瘤的发生有一定的家族性及遗传倾
向，比如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恶变率几乎为100%）。因此
家族中有罹患结直肠肿瘤的，都应该咨询专科医生，定期
体检。
　　基础疾病：炎症性肠病（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血吸
虫病，长期反复炎症或虫卵的慢性刺激，可能会引起恶变。
　　早期结直肠肿瘤症状不特异，一般以排便习惯改变、大
便性状改变为主。根据解剖部位不同，升结肠肿瘤一般以贫
血、暗红色血便、低热、腹痛等全身症状为主；降结肠以及直
肠肿瘤，以局部症状更常见，如大便次数多、大便量少、黏液
血便、里急后重感、大便变形变细等，甚至低位肠梗阻。
　　结直肠肿瘤最直观的检查是内镜检查，明确病情的同
时，还可以获取病理。但是因为内镜检查价格高，且准备
时间较长，让人望而却步。
　　因此建议一级亲属有消化道肿瘤史；本人有肠息肉、
肠腺瘤者；有炎症性肠病控制
不佳或血吸虫病者；粪便隐
血呈阳性者；40岁以上评估
为高风险人群或50岁以上
评估为低风险人群者，均
建议按时复查肠镜。
　　郅重阳表示，临床
工作中，遇到较多患
者，明明病史已经持
续数月甚至数年，自
认为是犯痔疮或者便
秘，在家应用各种
痔疮栓、痔疮药、
通便药，结果等就
诊时病情重，分期
晚，延误治疗。结直
肠肿瘤分期越晚，预
后越差，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是最好的
肿瘤治疗手段，再昂贵
的化疗药物，再先进的治
疗手段，都不如早诊早
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应当多加注意，在出现一
些不正常情况时，可以及
时到医院接受检查。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立秋后，老年人如何为下半年健康打好基础？是着急
“贴秋膘”吗？其实并不是。8月11日，记者采访了潍坊市
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呼吸病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王
田田，详细了解了老年人立秋后一些注意事项。
　　65岁的王女士因为肚子疼，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潍坊
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呼吸病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王
女士表示，自己“苦夏”厉害，终于等到立秋，想到有
“贴秋膘”这一说法，就给自己改善伙食，多食肉类食
品，结果却出现了腹胀、腹痛、腹泻的情况。
　　王田田表示，确实有“贴秋膘”一说。夏季人们多有
消化功能减弱的现象，就像王女士一样“苦夏”，立秋后天
气转凉，人体的消化功能仍处于较差的状态，胃肠吸收功能
相对弱，突然大量食补，会骤然增加胃肠负担，导致消化功
能紊乱，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等消化不良症状。因此“贴
秋膘”应循序渐进，少食多餐。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开
始。酷暑一过，气温逐渐转凉，经过酷暑的考验，身体需要
恢复，此时做好养生，可以祛病延年。那么立秋时应该如何
养生？王田田提醒，可以注意以下事项。
　　早睡早起，注意温差。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合理调整
作息时间，中午适当小睡有利于化解困顿情绪。早晚温差
大，不宜过早地增添衣服，一旦气温回升出汗受风，易伤风
感冒，反倒适当的“秋冻”有助于锻炼耐寒能力，促进身体
的新陈代谢增加产热，提高人体对低温的适应能力。
　　注意饮食。秋季易润肺、健脾、养胃。入秋之后，天气
逐渐变得干燥。肺喜湿而恶燥，秋燥易伤肺。故入秋之后要
注意养阴润燥、润肺、促进排痰。多食用白色的食物，如莲
藕、百合、杏仁、蜂蜜、萝卜、山药、银耳、鸭肉、柚子、
梨等。
　　   经过“苦夏”的煎熬，很多老人、儿童及体弱

者，还有长期疲劳、生活不规律等处于亚健康状态
者，脾胃往往虚弱。入秋后不宜再贪凉饮食，胃肠

道对于寒冷的刺激比较敏感，防护不当，容易
引发胃肠道疾病，例如腹胀、腹泻、反酸

等，或者加重原来的胃病。因此，入秋
后饮食应当以温、软、淡、素为主，
少食多餐、定时定量，不要食用生冷
煎炸等食品，宜食用花生、小米、
玉米、黑豆、红薯、芝麻及栗子
等，也可以食用党参、白术、茯苓、
芡实、山药等，健脾化湿，促进脾胃
功能恢复。
　　秋季是很多酸味水果的成熟季节，
如桃子、葡萄等，适量食用这些酸味水
果可以护肝养血。但需谨记，水果虽
好，过犹不及，避免过多食用，造成肠胃
不适。秋不食瓜，立秋后少食瓜类，西
瓜、香瓜等要少食，瓜类偏寒，易伤肺。
　　适当锻炼。秋季适合进行一些温和的运
动，如散步、太极拳、瑜伽、慢跑等。保持
适度的运动，锻炼时身体有些发热、微微出
汗，锻炼后感到轻松舒适为标准，切勿大汗淋
漓，运动宜选在早晚，避免中午高温时段。
　　调整情绪。自古逢秋悲寂寥，情绪与季节
的特征息息相关。初秋时节，天地万物由春夏
的勃勃生机慢慢转向萧条冷落，加上秋干气
燥，人们易出现情绪波动，甚至情绪低落，
这都是正常反应。应注意保持心情舒畅，避
免烦躁易怒，可以通过听音乐、阅读、接
触大自然等方式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立秋后
别急着“贴秋膘”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