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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医生看来，为高龄老人做手
术如同走雷区，因为高龄老人身体素质
往往比较差，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严重
后果。近日，许昌市人民医院消化内二
科克服多重困难，成功为一名 89 岁高
龄的老人实施了内镜下胃早癌黏膜剥
离术及直肠肿瘤黏膜切除术。术后，老
人恢复良好。这是该院目前年龄最大
的接受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的患者。

89岁的周老太太因反复便血来到许
昌市人民医院消化内二科进行治疗。经
过检查，该科主任张志勇发现老太太直
肠处有直径3厘米左右的腺瘤样肿物，又
发现老太太胃部有早癌（癌前病变）。

老太太平常身体硬朗，家人希望老
太太能健健康康地活过 100 岁。“如果
不将直肠肿瘤切除，老太太的生活质量
将严重受到影响，也会对健康造成危
害。胃部的早癌是一个健康隐患，如果
不及时切除，就会发展为肿瘤，后果难
以预料。”张志勇对记者说。

然而，给年近九旬的老人做手术谈
何容易。虽然老太太身体状况还不错，
但是依然有很大风险。为了老太太的
健康，为了让老太太拥有较高的生活质
量，张志勇与该院手术室主任康西斌商
量后，毅然决定为老太太实施内镜下胃
早癌黏膜剥离术及直肠肿瘤黏膜切除
术 。 整 个 手 术 过 程 持 续 了 大 约 40 分
钟。术后，患者恢复良好。

消化道疾病长期威胁着人们的健
康。在我国，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消

化道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十大恶性
肿瘤中均居于前列。然而，消化道肿瘤
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治疗效果是非常好
的，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在84%至99%。

“可以说，只要发现一例早癌患者，
就能够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挽救一个家
庭。”张志勇对记者说，“通过内镜检查，
便可以及时发现消化道早癌。”

一直以来，许昌市人民医院消化内
二科致力于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和防治。
该科较早地在我市采用了高清放大染色
内镜精查技术、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内镜
下黏膜切除术等先进技术，通过精细检查
避免误诊、漏诊，全面实施内镜下微创手
术，为患者提供筛查、诊断、治疗“一条龙”
服务。张志勇还定期深入社区、深入农村
举办有关消化道早癌的健康讲座，增强群
众的健康意识，倡导群众定期筛查。

由于在消化道早癌防治方面取得了
优异成绩，许昌市人民医院消化内二科
目前已经成为国家消化道早癌诊治中心
成员。“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消化道早
癌筛查力度，更加规范地诊治消化道疾
病，不断提高群众健康水平。”张志勇说。

89岁老人查出早癌
内镜手术去除隐患

本报记者马晓非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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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专家：许昌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急诊重症监护室主任马西凡

国庆假期快要到了，很多人可能已
经做好了外出旅游的打算。然而，在外
游山玩水、享受休闲时光的时候，千万别
忘了旅行出游的首要原则是安全和健
康。因此，掌握一些急救知识很有必
要。9月20日，许昌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
主任、急诊重症监护室主任马西凡告诉
记者，外出旅游前要做好准备工作，预防
疾病侵袭。万一在旅途中出现突发状
况，要学会掌握一些正确的处理方法。

出游时带些急救用品
外出旅游，除了必备的衣物和食物

之外，为了应对旅途中可能出现的意外
状况，带一些可能用到的急救用品很有

必要。创可贴等方便携带，关键时候还
能起到大作用。除了护理小伤口之外，
创可贴还有其他一些妙用。跋山涉水
时间长了，鞋子容易磨脚，在磨脚的部
位贴个创可贴，会舒服很多。晕车的人
可在坐车前找片生姜，用创可贴贴在肚
脐上，预防晕车有很好的效果。

“外出旅游时究竟需要带哪些急救
药物，要依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马
西凡告诉记者。如果有老年人和孩子，
最好带些复方甘草片、银翘解毒丸、牛
黄上清丸、藿香正气水、人丹、防眩晕
药、止血药等急救药物。

当然，旅行目的地不同对于带哪些
急救药品也有影响。去南方的人需要
准备些除湿的药物，到海边的人要准备
些抗过敏药及防腹泻药，去高原地区的
人要尽可能预备氧气和硝苯吡啶（心痛
定）、氨茶碱等防治急性高原病的药物，
还需要准备防治感冒的药物、抗生素和
维生素类药物等。

长期在户外活动，容易中暑或出现
紫外线过敏。对此，可以涂抹防晒霜并
随身携带遮光帽以预防日光性皮炎，戴
上有防紫外线功能的眼镜以防日光引
起的眼疾。
呼吸和心搏骤停，及时进行心肺复苏

外出旅游时，长途行走、过度疲劳
等，容易导致心肌梗死、脑梗死等疾病
的发生。出现这些情况时，及时对患者
进行心肺复苏非常重要。

“患者出现晕倒、昏厥，首先要观察
其心跳和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心跳、呼

吸正常，可以轻拍患者肩膀，并大声呼唤
其名字使其清醒。如果患者没有呼吸和
心跳，应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并及时
对其进行心肺复苏。”马西凡建议。

做心肺复苏前，可以将患者头部偏
向一侧并稍微放低，取后仰头姿势。做
心肺复苏，主要是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
和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的速度不要过
快 ，以 每 分 钟 100 到 120 次 的 速 度 进
行。做胸外按压 15 次，对患者进行人
工呼吸 1 次。如此循环，直到急救人员
到达。出现溺水、触电等情况时，也可
以采用此方法。

“当患者还有呼吸或心跳时，不建
议做心肺复苏。因为做人工呼吸时，对
患者吹出的气体中含有二氧化碳，可能
导致原本有呼吸的人缺氧。”马西凡对
记者说。

正确应对旅途中常见的突发状况
晕车、跌倒扭伤、肠胃不适、食物中

毒等是旅途中常见的突发状况。万一
发生这些突发状况，该如何应对呢？马
西凡给大家提出了建议。

空腹、休息不好、感冒等，容易引起
晕车。出现晕车症状时，可以适当用力
按压合谷穴（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虎口
处），也可以按住太阳穴。呕吐后，可以

喝些温水，除去口中呕吐物的味道。晕
车的人最好不要在车上看报纸、看书或
玩手机，以免使晕车的症状加重。

爬山是不少人外出旅游的选择，但
要注意避免发生跌倒扭伤。马西凡建议，
如果不慎发生跌倒扭伤，应尽快坐下来休
息，用冰水或冷水敷在患处，以消肿止痛，
再用干净的绷带或毛巾压在患处，进行加
压包扎，然后抬高患肢，以消除肿胀。有
条件的话，最好到当地医院检查一下是否
发生骨折。扭伤后切忌立即在患处涂抹
红花油并搓揉按摩，这样会加重红肿。也
不能立即热敷，这样会加重出血。

外出旅游，少不了品尝各种特色美
食，如果吃东西不注意或不适应当地的
饮食习惯，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或腹泻。
其中，因吃了不洁净的东西引起腹泻或
急性肠胃炎比较常见。因此，准备一些
抗肠道感染的药物是必要的。

马西凡提醒，一旦怀疑出现食物中
毒，要立即停止进食，并用手指、筷子等
刺激舌根催吐。如果已经开始呕吐，要
注意在呕吐之后及时喝水，以免因缺水
导致休克。如果因食物中毒引起腹泻，
并伴有面色苍白、出虚汗、手脚冰凉等
症状，即便年轻体力好，也一定要停止
旅游，及时就医，否则可能导致晕厥。

国庆假期外出旅游 学些急救知识很有用
本报记者马晓非文/图

食物中毒是指食用了被有毒、有害
物质污染的食物或含毒素的食物后，发
生的急性疾病，多由饮食不卫生导致。
9 月 23 日，许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
康教育科科长唐丽红表示，预防食物中
毒，注意饮食卫生很重要。在家制作食
品要注意原料新鲜，制作过程清洁卫生
且应烧熟煮透。外出就餐要选择有餐
饮许可证及信誉度高的餐饮店，尽量不
要选择街边无证摊点。外出旅游应注
意饮食、饮水卫生，尽量食用熟食，避免
食用未煮熟的海鲜。

“食物中毒的种类很多，一般分为
菌性食物中毒、霉变食物中毒、植物性
食物中毒、动物性食物中毒和化学性食
物中毒。”唐丽红对记者说。

病死的家禽家畜，其内脏和肌肉有
大量细菌繁殖；食品制作人员患有皮肤
病，其脓性分泌物污染了食物；凉拌食
品、熟食品被污染而变质；腐烂的鱼肉、
蔬菜，变质的罐头，馊饭馊菜；不干净的
牛奶，变质的鸡蛋；贮存不当的风干肉、
咸肉被污染或发霉；豆腐、豆豉或臭豆
腐在制作过程中被污染；发酵的米面被

污染等。食用以上食物可能导致菌性
食物中毒。

霉变的食物含有大量毒素，高温难
以除去，易引起中毒。小麦、大米、花
生、玉米、稻谷受潮后发霉，受禾谷镰刀
菌污染的小麦。食用以上食物可能导
致霉变食物中毒。

植物性食物中毒可由毒蘑菇、发芽
的土豆、蓖麻油、加工不当的粗棉油、鲜
黄花菜、未腌透的咸菜等引起。动物性
食物中毒可由河豚、鱼胆以及猪、牛、羊
的甲状腺等引起。化学性食物中毒多是

因管理不善造成化学污染而引起的食物
中毒，如农药污染造成的食物中毒。

为预防食物中毒，唐丽红建议，一
要做好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和个
人卫生。从业人员应持健康证上岗，在
加工、制作食品前，应洗净手部，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二要把好食品原料进
货关。三要做到生熟分开，原料、半成
品和成品贮存的容器应有明显的区分
标识。四要将食品烧熟、煮透，食品的
中心温度应在 70℃以上，尽量不要生
食海鲜。

注意饮食卫生 预防食物中毒
本报记者马晓非通讯员毛树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