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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曲阜讯 “16岁了，没法上学又没

法工作，老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希望他有
个好去处。”3月20日，在曲阜市王庄镇孔
家村，李红霞（化名）看着正在进行康复锻
炼的儿子，对记者说出了自己朴素的愿望。
随着儿子年龄增加，重度残疾人照料的难题
愈发尖锐地呈现在她的面前。

李红霞的儿子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无法自主行动。丈夫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家
中还有一个上学的女儿，李红霞只能独自照
料儿子。“孩子体重最重时到了160斤，光
是架他站起来就累得腰疼。”李红霞说，长
期负重让自己患上了腰腿疼的毛病，照顾儿
子愈发吃力。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
在康复锻炼、文化学习、人际交往等方面的
需求逐渐增多，李红霞更是有心无力。

重度残疾儿童的照护难并非李红霞一个

人的遭遇。曲阜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凡平
在多年上门送教过程中发现，“老弱病”照
顾残疾儿童几乎是这些家庭的共性。“重残
儿童家庭中的劳动力基本都在外打工，儿童
主要照护人往往是家里健康状况最不好的一
个，比如年迈的祖父母或患病的父母。”刘
凡平说，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照护人，这样
的搭配往往产生“双输”结果：有的孩子父
母在身边时还能保证每天去机构进行康复锻
炼，一旦父母外出，祖父母难以坚持，康复
也就中断了，此前的训练效果多半也付诸东
流。对于年迈体弱的照护人来说，一天24小
时不间断照顾重残儿童，身心都承受巨大压
力。

根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报告调查，
全中国0-14岁残疾儿童的数量达385 . 5万人，
其中肢体残疾儿童48万人，智力残疾儿童76
万人，多重残疾儿童75万人。重度残疾儿童

医疗康复费用高，家庭多半与贫困伴生，迫
切需要社会的支持。

在为重残儿童提供社会支持资源方面，
曲阜市作出了积极探索。该市在2015年启动
对辖区内的重度残疾儿童开展送教育、送康
复上门项目，由经专业培训的教师和康复师
上门进行文化课教授和康复锻炼。李红霞的
儿子就从那一年起接受每周两次的免费上门
教育和康复，不仅学会了写毛笔字，活动能
力也有了明显提高。截至去年底，曲阜全市
已有132名重残儿童享受到这一服务，有效
改善了这一群体的健康和教育状况。

不过，送康复、送教育上门依然存在触
不到的地方。比如重残儿童康复训练往往需
要使用大量康复设备，包括大型工具器械，
康复师上门时无法随身携带，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在家康复的效果。又比如教师和康复师
的上门频率是每周两次，在其他时间，康复

和教育的质量就完全依赖家人。如果家人文
化程度低，或者身体状况差，难以配合，孩
子康复、教育的效果往往不尽理想。

“下一步是否可探索依托村居，比如现
成的日间照料中心，解决重症残疾儿童的日
常照护难题。”根据观察，刘凡平发现，村
居的日间照料中心有人员、有场地、距离
近，并有部分设施，如果进行改造和支持，
比如定点设置康复设备、上门的教师和康复
师定点进行教学和康复，使之成为重症残疾
儿童家门口的集中照护场所，将会大大缓解
这一群体的困境。记者了解到，河南省多地
已探索实施重度残疾人的集中托养，通过在
县乡村建立不同规模的托养中心收住重度残
疾人，并培训残疾人亲属做护工，就近“一
站式”解决这一群体日常照料、康复和家庭
就业问题，实现了“托养一个人，解放一群
人，致富一家人”，这或许值得借鉴。

□ 本报实习生 张凯娣
本 报 记 者 王 凯
本报通讯员 王莎莎

肿瘤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防治？3月
23日，在第十三届济南放射肿瘤学国际高峰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书钧针对当前肿
瘤防治的前沿话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要高度重视人的宿主因素

肿瘤研究经过了近200年，是当今生命
学医学领域最复杂的一门科学。

基因突变学说不能完全解决肿瘤问题。
程书钧表示，分子靶向治疗是人类肿瘤治疗
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但对攻克肿瘤，依然
有很大的距离。20多年来，人类根据基因突
变学说，使靶向治疗成为目前最具代表性的
肿瘤治疗方法，然而，由于受肿瘤异质性、肿
瘤基质微环境以及宿主因素等影响，分子靶
向治疗都要面临出现耐药这一巨大的挑战。

单纯有基因突变不等于产生肿瘤。肿瘤
的发生不是一个简单的基因突变，是一个在
更高层次上的基因组学异常的改变。研究发
现，几乎所有的正常组织，在还没有出现肿

瘤以前，都可以找到基因组异常突变，但是
并没有长成肿瘤。

肿瘤防治要高度重视人的宿主因素。肿
瘤的发生与肿瘤细胞所处的微环境即组织生
态系统有关。研究显示，肿瘤发生与否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所处的微环境，如免疫功能的衰退。

肿瘤是在整个人的生命过程中以免疫为
主导的宿主因素从强盛到衰老的结果，肿瘤
的发生发展，一直是跟人的整个宿主因素维
持一个平衡，宿主因素的强大与否在很大程
度上起了关键作用。一般在40岁以前，微环
境是正常的，人患恶性肿瘤的比例很低；绝
大部分都是产生在60岁以后，人体衰老，淋
巴系统、免疫功能急剧下降，微环境出了问
题，对隐匿在里面夺命的肿瘤细胞形成了一
个不平衡状态，才有可能出现肿瘤。这一肿
瘤形成机制，对肿瘤防治和药物研发将会产
生深远的影响。

重视癌前病变，

从消化道肿瘤抓起

癌前病变对肿瘤的发生发展极其重要。
程书钧认为，从正常细胞发展到危及生命的
恶性肿瘤，大多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概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用什么办法来
遏制癌前病变，阻止向肿瘤发展，这是未来
肿瘤防治中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
果能在这一阶段把癌前病变消灭在“萌芽”
中，对肿瘤的治疗具有重大意义，应引起高
度重视。

肿瘤本身的防治是一个全程的防治，从
小孩就要抓起，这一点要高度重视。程书均介
绍，“现在我们中国为什么肿瘤治疗效果差？
因为来医院的病人很大部分是晚期。美国的
五年生存率可以达70%以上，我们只有35%。”

我国未来在10年到15年，肿瘤核心在消
化道。从食管到胃到大肠，消化道肿瘤在我
国肿瘤中占40%，而消化道肿瘤早期癌前病
变的诊断、治疗效果非常好。如果国家能够
在消化道肿瘤癌前病变早期癌上下功夫把它
遏制住，就有可能使我国肿瘤五年生存率提
高。消化道肿瘤早期癌前病变的诊断、治疗
并控制，应该作为我们国家在未来肿瘤防治
方面的一个战略。因为有办法，效果很好，
可以做得到。

治疗重点应转移到

以免疫为核心的带瘤生存

肿瘤不是局部的，而是一个全身的疾病。
鼓励机制是治疗肿瘤的重要因素。肿瘤

病人到了医院，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得了肿
瘤就没治了、没有希望了，其实这个观点不
对，肿瘤并不是那么可怕。人的鼓励机制很
重要，自己要鼓励自己，还要鼓励别人，医
务人员更要鼓励病人。研究证明，经过鼓励机
制的干预，肿瘤患者的死亡率会大大下降，而
我国在这方面的意识和实践都还有待加强。

体育运动对防癌抗癌的作用同样应引起
重视。动物实验表明，经常运动的动物体内
的免疫细胞明显多于不运动的，肿瘤的发

展、转移速度等均有显著差异。“这告诉我
们，运动也是抗击肿瘤的重要措施之一，而
不是只依靠手术和药物。”程书钧认为。

为什么像肿瘤、糖尿病、高血压等同样
是慢性代谢综合性疾病，得了高血压、糖尿
病的人并不很害怕，吃点药，十年、二十
年、三十年，照样存活，唯独得了肿瘤好像
就不行了？程书钧呼吁：“医生应该有独立
的思维，要从‘治疗病人的肿瘤’逐渐转到
‘治疗带肿瘤的病人’！”

肿瘤综合性治疗，是对患者心理、环
境、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进行综合干预。
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要把肿瘤特别是晚
期转移肿瘤看作是一种慢性疾病，治疗重点
应转移到以免疫为核心的带瘤生存，增强宿
主免疫因素。

肿瘤的治疗绝不是单纯地把肿瘤杀死。
让肿瘤病人，尤其是晚期转移肿瘤患者认识
到，把已经转移了的肿瘤全部消灭干净，可
能不是上策；而带瘤生存、以免疫为核心很
好地加强宿主因素，可能比把肿瘤斩尽杀绝
要好，包括心理干预、营养支持等将是未来
治疗晚期转移肿瘤病人的发展方向。

“肿瘤可能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
生命现象，或者是人的衰老过程中一种自然
选择的结果。”研究了一辈子肿瘤的程书均
分析认为，人在50岁以前是繁衍时期，患肿
瘤少；50岁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的繁衍后
代的“历史使命”，就可以“退休”了，肿
瘤就是一种现象。肿瘤是一个衰老问题，可
以延缓。

肿瘤并不可怕，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书钧建议———

鼓励机制、体育运动+带瘤生存

“老弱病”照顾“残”，教育、康复效果往往不甚理想

重残儿童能否实现家门口照护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于莉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齐鲁医院国家科技专项——— “中

国人群心脏骤停发病率、病死率及危险因素调查”获科技
部批准立项，获中央财政专项经费资助1200万元。

项目将在我国华东、华北、华南、华中、东北、西
南、西北7大区域建立涵盖院前急救系统—城市医院—农
村医院的院前—院内、城乡全覆盖的心脏骤停监测上报网
络，全面获取国人心脏骤停数据，建立共享数据库，填补
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为国家在心脏骤停防控领域的宏观
策略制定和科技创新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记者 李 振
通讯员 赵海霞 刘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中医院与海

南博鳌超级中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博鳌超级中医院共建身心医学科，为海南群
众和到海南进行医疗旅游的境内外游客提供

中医药特色诊疗服务。
近年来，山东省中医院高度关注身心医

学发展，脑病二科齐向华教授团队利用脉诊
技术、测评技术、体态技术，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诊断体系和治疗方法。博鳌超级中医院
坐落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通过引进国际中医药界的专家团队、成立名
医传承工作室等手段，打造集传承、医疗、
推介、孵化四位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传承和诊
疗平台。与博鳌超级中医院的合作，将成为
我省参与国际中医药服务贸易、树立国际品
牌的又一契机。

□通讯员 焉然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立医院采用心脏希氏束起

搏成功治疗一严重心律紊乱患者，标志着医院起搏器精准
治疗已达国内领先水平。

据山东省立医院心内科主任崔连群教授介绍，患者为
老年女性，因反复发作心源性晕厥、生命垂危入院，心电
图显示有严重的房室传导阻滞，心率只有30次/分，随时
会发生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需安装心脏永久起搏
器——— 精准的心室电极希氏束起搏器手术治疗。

由于患者身材瘦小，并有严重的胸廓畸形，手术难度
极大。医生团队术前讨论，制订了缜密的治疗方案及完整
的处理对策和预案。手术由副主任医师孙海慧主刀，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紧张精确操作，将心室电极准确植入，患者
恢复正常心跳，各项指标完全正常，手术获得圆满成功，
患者目前已康复出院。

希氏束起搏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手术，是完全生理
性的起搏方式，既能有效治疗房室传导阻滞，又能保护患
者心功能。同时希氏束起搏实现了心脏再同步化，避免了
三腔起搏器的手术，为患者节约了大笔费用。希氏束起搏
术的成功，标志着该院起搏器技术跻身于国内领先行列。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董自青 孙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提高女性自我保健意

识，日前，济南市妇幼保健院联合章丘区妇
幼保健院、天桥区妇计中心、济阳区妇计中
心、商河县妇计中心，举办4场“爱在三
月，健康常伴”妇女保健健康知识讲座。

此次系列讲座中，专家介绍了妇科常见
病的相关知识及自我预防、宫颈癌的早期发
现与治疗、盆底功能障碍的症状、盆底肌肉
损伤的预防及治疗等女性健康保健知识。累
计有500余名女性参与了此次活动。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王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齐鲁儿童医院多学科团队为一名

无法自主呼吸的幼年性血管瘤患儿实施手术，挽救了这名
被多家医院“判处死刑”的患儿生命，展示了该院多学科
交叉合作治疗疑难危重症的水平。

据悉，该患儿仅有两个月大，因呼吸困难、气管软化
于安徽省多家医院救治，一直无法自主呼吸，需要依靠呼
吸机来辅助呼吸，并尝试多次脱机均告失败。转入齐鲁儿
童医院重症医学科PICU后，该院集合呼吸介入科、神经
外科、血管介入科、耳鼻喉科、放射科等多学科力量成立
治疗小组，商讨治疗措施。经检查发现患儿的鼻咽顶后壁
有一肿物，成为呼吸通道上的“绊脚石”，必须手术切
除。但肿物部位特殊，体积较大，且供血丰富，手术视野
局限，风险大，容易发生大出血、窒息。最终经多学科团
队的配合，该院成功为该患儿实施手术，肿物经病例显示
为幼年性血管瘤并得到切除，患儿呼吸通道梗阻得以解
除。

□通讯员 王厚江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9日，我省首例离体肝切除自体肝

移植手术患者从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出院。
据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海林介

绍，患者64岁，女性，去年11月因患晚期肝内胆管癌，辗
转国内各大医院后到该院就诊，经医生团队会诊，决定采
用离体肝切除自体肝移植手术切除肿瘤治疗。术中，由于
肿瘤已侵犯下腔静脉和肝静脉，手术团队先切除部分下腔
静脉，将肝脏移出体外并灌注处理，然后完整切除肿瘤，
修复下腔静脉和肝脏的管道，把剩余的正常肝脏植入病人
体内。病人经历了5小时的无肝期，历时11小时成功完成
离体肝切除自体肝移植术，并于术后11天拆线、15天拔出
所有引流管，经历并控制多种并发症后，患者身体情况良
好，各项指标均达出院标准。

此次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我省离体肝切除自体肝移植
医学技术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记者 吕光社 高建璋
通讯员 胡安国 报道
本报济宁讯 “头天做手术，第二天就

能出院，不用排队，效率真高！”近日，济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总院区眼科病房，正准备
出院的吴大娘对日间手术赞不绝口。

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些疾病的患
者可在门诊完成所有检查，从入院手术到出
院仅需24小时，因特殊病情需延长住院时间
的也不超过48小时。目前，医院共在21个科
室对162个病种推行日间手术。2018年，该院
共完成日间手术1 . 9万余台次。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范津文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滨医烟台附院与沂

源县人民医院签署对口帮扶协议。滨医烟台
附院通过选派专家坐诊、手术查房、接受医
务人员及管理人员进修、观摩学习、学术交
流、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等形式，有针对
性地对沂源县人民医院进行帮扶，提升其医
疗服务水平，实现资源融合、协同发展，为
当地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王敏 王凯 报道
本报高唐讯 3月20日，高唐县脑卒中中心建设培训

班在高唐县人民医院举行，旨在打造黄金一小时急救圈，
提升脑卒中中心服务质量，做到早发现早救治，缩短患者
从发病到救治时间，减少致残致死率。

培训特邀聊城市脑科医院卒中领域专家以及高唐县人
民医院神经内、外科专家，分别就卒中绿色通道和黄金一
小时急救圈、中国卒中急救地图应用解读、机械取栓术在
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外科
手术治疗、慢性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管内治疗等方面作了
深入浅出的讲解。来自高唐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以及
各乡镇卫生院及县医院相关科室医务人员参加了培训。

齐鲁医院心脏骤停研究

项目获国家千万元支持

山东省立医院希氏束起搏

成功治疗严重心律紊乱患者

齐鲁儿医多学科合作

铲除患儿呼吸通道梗阻

山大二院成功开展

我省首例离体肝切除

自体肝移植术

高唐县打造

脑卒中黄金一小时急救圈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试点推行日间手术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举办妇女保健系列讲座

滨医烟台附院对口帮扶

沂源县人民医院 省中医牵手海南博鳌超级中医院共建身心医学科

□雷庆斌 王凯 报道
近日，平阴县人民医院开展反恐防暴应急演练，急诊科护士站发生“冲突”，保安接警3分钟内赶到现场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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