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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老年周刊
老年课堂

来自国内肿瘤诊疗前线的观察——

癌情仍凶猛 防治有进步
据新华社电 素食主义者

不懈开发取代肉制品的替代食
物，大豆、小扁豆、鹰嘴豆和多
种坚果成为选项。现在，西瓜
成为新宠，英国和美国更多餐
馆用它作原料，开发出多种素
食菜肴。

这股潮流可能始于美国纽
约曼哈顿一家素食餐馆用西瓜
制作“素火腿”。这家餐馆去年
以西瓜为原料，经过腌渍、烟
熏、刻痕、浇卤汁和烧烤等多个
步骤，把西瓜做成外观和口感
接近火腿的素菜。英国《泰晤
士报》19日报道，用刀切开“西

瓜火腿”时会流出红色汁水，令仿
制肉的效果更加逼真，颇受馋红
肉的素食者欢迎。

“西瓜火腿”一经推出，十几
家美国餐馆争相效仿，西瓜因而
成为烹饪素食的主要食材之一。
英国素食餐厅加入这一潮流。伦
敦出售夏威夷特色海鲜沙拉的连
锁餐厅“波凯岛”使用西瓜替代金
枪鱼，推出专供素食者食用的夏
威夷“海鲜沙拉”。餐馆一名主管
说，经过腌制、烹饪的西瓜口感接
近金枪鱼，西瓜中的白色纤维则
像极了金枪鱼鱼肉中的白色筋腱
和脂肪。

西瓜成素食餐饮新宠

据新华社电 香蕉作为生
活中常见的水果，凭借其鲜黄
色外表和香甜软糯的口感赢得
了许多人的喜爱。

香蕉富含糖类、膳食纤维、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
钾含量很高。香蕉中含有的可
溶性膳食纤维——果胶，其有
助于调整肠道的生态环境，抑
制有害的腐败型细菌，促使结
肠功能正常，对便秘和腹泻的
防治均有益。值得一提的是，
香蕉中含有的色氨酸能够转化
为5-羟色胺，这种抑制性神经
递质能够安稳人的情绪，减轻
悲观抑郁程度，甚至可以减轻
疼痛，故香蕉又有“快乐食品”
之称。

香蕉属于呼吸跃变型水
果，到了成熟期会突然释放大
量乙烯，果实呼吸速率大幅提
高，迅速成熟，但随后便很快衰
老。为此，市面上的香蕉都是
在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从树上
摘下，再人为施用乙烯利将其
催熟出售。

但是，一旦香蕉“长斑变
黑”，人们对它的喜爱就会大打
折扣，长斑香蕉也会滞留在水
果店柜台上无人问津。其实，
香蕉皮上开始出现黑点并不仅

仅是因为存放问题，还可能是因
为一种名叫炭疽病的病症。据专
家介绍，香蕉一旦患上炭疽病，就
会表现为长出暗褐色的黑点，然
后很快扩大融合，几天之内整个
香蕉就会变黑烂掉。一般情况
下，香蕉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它就
侵入香蕉里面了，果实成熟后才
会表现出症状。但是当香蕉被炭
疽病侵害时，人们不必过度担忧，
因为它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也
不会传染人体，只是这个香蕉“熟
透了”的表现，当然如果香蕉腐烂
了，就千万不要再食用了。

人们在生活中可以食用这类
并不好看的香蕉，而且这个阶段
的香蕉，口感会更好。因为在香
蕉果实的发育期，是以淀粉积累
为主的，刚采收的香蕉果实中总
淀粉含量达到70%到80%，放置
时间越久，总淀粉含量越高，甜度
越高。另外，没有成熟的香蕉有
比较多的鞣酸，鞣酸容易引起便
秘、肠梗阻等，香蕉放成熟后鞣酸
量会大大减少，对人们的润肠和
通便也有很好效果。

另外，有的人把表皮有黑点的
香蕉称为“芝麻蕉”，但是严格意义
上来讲，市面上并没有这样的香蕉
名称。大家经常买的香蕉品种，在
熟透后表皮都会出现黑点。

香蕉长斑变黑就真的不能吃了吗？

据新华社电 人们都知道
韩国泡菜有助于保持肠道健
康，而今科学家发现泡菜还可
逆转脱发。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8
月16日报道，用发酵白菜、洋
葱、大蒜、鱼露和香料制成的
韩国泡菜受到注重健康的消
费者的欢迎，并以含有益生菌
而闻名。但研究显示，在韩国
出售的一种泡菜饮品有助于
头发变厚以及在数周内长出
新头发。

韩国檀国大学的研究人员
对23名男性进行了研究，其中
一些人处于早期脱发阶段，另

一些人头顶的头发明显变少。研
究人员让受试者在早餐前和睡前
喝泡菜饮品。一个月后，受试者
每平方厘米头皮的平均发量从
85根左右增加到90根，四个月
后增加到92根。

科学家说，这是一个明显的
增长，这些男性中的大多数似乎
扭转了脱发的状况。

研究人员在《世界男性健康
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说：

“现有的药物可能产生副作用，所
以其使用通常是暂时的。我们发
现泡菜可促进毛发生长并逆转秃
顶，这对患者来说是一种更安全
的治疗方法。”

泡菜饮品可逆转脱发

癌症防控难度大

8月16日至19日，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在重庆举
行。与会专家在会上分享了
肿瘤学科建设、发展的前沿
动态，为如何提高防治水平
建言献策。

在专家眼中，目前癌情
仍然凶猛。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在
390万以上，肺癌、胃癌、结
直肠癌等是最常见的癌症。
癌症防治难度大、疾病负担
重，是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与会专家认为，癌症治
疗效果差，既与我国人群中
肺癌、肝癌等难治性肿瘤高
发有关，也与肿瘤早期诊断
率低、部分医疗机构肿瘤诊
治能力建设滞后、肿瘤诊疗
规范性差有关。

“不少肿瘤患者在医院
就诊时，病程往往已进入中
晚期，治疗效果不佳。”相关
肿瘤防治专家介绍，通常中
晚期肿瘤患者需要较长期的
综合治疗，花费要几万元，甚
至几十万元。与之相比，癌
前病变和早期癌症经过微创

治疗技术，效果相对较好。
此外，公众防癌意识不

足、基层医疗技术力量不足、
资源投入保障不足等，也制
约着癌症早诊早治的实现。

早诊早治是关键

当前国际通行的肿瘤预
防办法是“三级预防”，第一
道防线是病因预防，重点在
搞清病因，防患于未然；第二
道防线是早期检查，重点是
查出癌前病变或早期癌症病
例，将癌症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三道防线是临床治疗，重
点在使用科学方法，延长患
者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

肿瘤防治是系统工程，
如果“只治不防”，只会“越治
越忙”。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等
专家介绍，重点是要建立涵盖
肿瘤登记、早期筛查、规范诊
疗、康复管理、科普宣传等为
一体的完整肿瘤防治体系，各
地目前也都在为此努力。

必须加快整合

“肿瘤可怕吗？很可
怕。”樊代明介绍，但是有1/3
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有1/3

通过早期发现是可以治愈
的，还有1/3通过规范治疗，
可以延长生存期。

“关键就是要狠抓前两
个1/3，紧盯后一个1/3。”樊
代明介绍，恶性肿瘤之所以
难治，就在于它具有异质
性。“肿瘤不是单因素、单病
因，而是多阶段、多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不能靠一种治
疗手段单打独斗，只有整合
资源力量，通过全方位努力，
才可能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
取得重大进展。”

“肿瘤防治难在整合，贵
在整合，也赢在整合。”中国
工程院院士詹启敏介绍，当
前我国的肿瘤防治工作一方
面要加强科技创新，包括药
物创新、医疗装备创新、临床
技术创新等。另一方面还应
该推动整合医学发展，他说：

“肿瘤防治，一定要做整合，
这可以让患者得到更加精准
的治疗。目前不少医院都在
推动多学科联合诊疗，内科、
外科、影像、病理、营养等科
室共同参与对患者的诊断，
提出个性化治疗方案，正是
落实整合医学理念的具体实
践。”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电 智能手表、
智能眼镜等可监测健康状况
的可穿戴设备越来越受到人
们青睐。美国斯坦福大学研
究人员最新研发的一款“创
可贴”传感器可完全贴合于
皮肤，监测心跳和呼吸，较之
以往设备更加轻便小巧。

当这种“创可贴”传感器
贴在测试对象的手腕或腹部
时，它可通过检测皮肤的伸展
和收缩，来监测人的脉搏和呼
吸。论文已于近日发表在英
国《自然·电子学》杂志上。

这一名为“BodyNet”
的传感器贴纸由贴在柔性衬
底上的直径几毫米的小传感
器和无线射频识别天线构
成，可随皮肤伸展。固定在

衣服上的带电池的接收器可
为贴纸无线供电。收到贴纸
读取的皮肤信号后，接收器
就会经蓝牙将信号上传至智
能手机等终端。

论文通讯作者、斯坦福
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鲍哲南
接受新华社记者邮件采访时
介绍，最大的挑战在于传感
器天线可能会随人体运动变
形，影响信号收发。为此，研
究人员利用丝网印刷技术把
金属墨水印制在橡胶贴纸衬
底上，形成可弯曲天线，并开
发了新型无线射频识别系
统，使天线随皮肤起伏时也
能发射更强更准确的信号。

“我们希望传感器像轻
薄的随身小贴纸，想贴哪就

贴哪。比如测心脏指标，就
贴在手腕或胸部；测手脚动
作，就贴在肩膀或腿上。”鲍
哲南说。她希望用户可自由
选择健康监测的方式，像贴
创可贴一样无创无损。由于
传感器贴纸成本很低，用户
可以使用多张贴纸监测不同
部位，用完就可以扔掉。

鲍哲南说，现有传感器
还比较简单，主要检测伸张
力、温度、压力等，实验室正
致力于开发能检测汗液、其
他分泌物等多种化学信息的
传感器贴纸，以提供更多健
康信息。未来，这种传感器

“创可贴”有望首先用于为睡
眠障碍或心脏病患者提供医
疗监测。

新型“创可贴”可监测健康状况

癌症作为威胁公众
健康的“大敌”，一直以
凶险、难治的面目示人，
是不少人眼中的绝症。
近年来，各地将癌症诊
治关口前移，提高早期
预防、早诊早治水平，加
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
等治疗手段，整合医学
等理念不断应用到临床
一线，各地肿瘤防治能
力在提升。

科技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