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您问 2024年2月6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陈伟 美编：邱耀升 校对：罗娜 组版：陈晓明04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日前，
由梅华街道鸿业社区党委主办，
珠海市乐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
办的“感受生命的奥秘”生命体验
馆研学活动吸引辖区20多名青
少年参加。

活动现场，项目社工向青少
年们详细地讲解在发生地震、火
灾、校园践踏等危险情况时应如
何自护自救的方法，并通过示范
和指导实践的形式，组织青少年
模拟体验电梯自救、高楼逃生、
火灾逃生、校园自护等一系列情
景，帮助青少年树立和强化安全
意识。并教孩子们遇到电梯故
障或者突然坠落时，应该如何
应对。

一、电梯突然坠落的自救措施：

1.(不论有几层楼)赶快把每
一层楼的按键都按下。当紧急电
源启动时，电梯可以马上停止继
续下坠。

2.如果电梯内有手把，请一
只手紧握手把。

3.整个背部跟头部紧贴电梯
内墙，呈一直线。要运用电梯墙
壁作为脊椎的防护。

4.膝盖呈弯曲姿势，借用膝
盖弯曲来承受重击压力。

5. 要把脚跟提起，就是垫
脚。电梯中人少的话最好要把两
臂展开握住扶手或贴电梯壁。

二、被困电梯的自救措施：

1.保持镇定，并且安慰困在
一起的人，向大家解释不会有危
险，电梯不会掉下电梯槽。电梯
槽有防坠安全装置，会牢牢夹住
电梯两旁的钢轨，安全装置也不
会失灵。

2.利用警钟或对讲机、手机
求援，如无警钟或对讲机，手机又
失灵时，可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
敲打，请求立刻找人来营救。

3. 如不能立刻找到电梯技
工，可请外面的人打电话叫消防
员。消防员通常会把电梯绞上或
绞下到最接近的一层楼，然后打
开门。就算停电，消防员也能用
手动器，把电梯绞上绞下。

4.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
梯内门，即使能打开，也未必够得
着外门。

5. 电梯天花板若有紧急出
口，也不要爬出去。出口板一旦
打开，安全开关就使电梯煞住不
动。但如果出口板意外关上，电
梯就可能突然开动令人失去平
衡，在漆黑的电梯槽里，可能被电
梯的缆索绊倒。

电梯故障急救口诀：电梯突
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
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
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
半蹲下。

遇到电梯故障或者突然坠落怎么办？

迅速按下每一层楼的按键

在医院的血液检查中有一
项为“肿瘤标志物”，不少群众
疑惑是否肿瘤标志物升高，就意
味得了肿瘤？肿瘤标志物指标
正常，就能排除患癌？专家表
示，临床中肿瘤标志物只是一个
监测指标，并不意味着跟肿瘤
划等号。

据了解，不同的肿瘤标志物
所对应的肿瘤位置和类型是不一
样的。比如，癌胚抗原（CEA）与
胃肠道肿瘤以及肺腺癌等恶性肿
瘤相关，糖类抗原125（CA125）
与 妇 科 肿 瘤 、糖 类 抗 原 199
（CA199）与胆道或胰腺肿瘤、甲
胎蛋白（AFP）与肝癌、前列腺特
异性抗原（PSA）与前列腺癌等存
在关联。

“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应肿瘤
标志物升高就对应患上了相应肿
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陈佳琦
说。

专家介绍，肿瘤标志物的升
高影响因素非常多，大部分良性
疾病甚至生理情况都会引发肿瘤
标志物升高的情况。

陈佳琦解释，肿瘤标志物升
高需要重视但没必要恐慌，听取
肿瘤专科医生的意见，后续进行
随访观察或进一步的诊断，明确
原因，解决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肿瘤标志
物正常也并不意味可以排除肿
瘤。专家提到，很多早期肿瘤并

不会造成肿瘤标志物的升高，而
且部分肿瘤也没有对应的肿瘤标
志物。比如恶性黑色素瘤，常用
体检的肿瘤标志物就没有筛查的
意义。

“在肿瘤科医生的心目中，比
肿瘤标志物升高更重要的，是肿
瘤的规范化筛查。”陈佳琦说，随
着社会老龄化和居民生活习惯改
变，肿瘤的发病率确实逐步提升，
因此，肿瘤的早期筛查至关重要，
特别是40周岁以上人群要进行
相应的筛查。

例如针对胃肠癌，建议 40
周岁开始做第一次胃肠镜，筛查
有没有胃肠道息肉或者溃疡；针
对肺癌，2至3年一次的胸部高
分辨CT筛查也很重要；与性别
相关的女性乳腺癌和妇科肿瘤，
需要通过年度乳腺彩超和妇科
彩超进行筛查；男性的前列腺癌
可以通过前列腺彩超加以筛
查。完善这一系列的早癌筛查，
能最大程度实现癌症早筛早诊
早治。

与此同时，生活方式在肿瘤
的筛查中也有较高位置。比如吸
烟人群的肺癌筛查就更加重要；
有乙肝或者大量饮酒的人群，对
肝癌的筛查就需要更加积极。

专家提醒，肿瘤的筛查并不
是肿瘤标志物那么简单，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进行定期完善的
肿瘤筛查，才是健康防癌的最佳
选择。 据新华社电

指标升高就是患癌？

科学认知“肿瘤标志物”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
时至年关，春节将近。回家
途中，难免有人流密集的场
所，如何健康返乡安心过春
节呢？近日，中大五院全科
专家为您送上这份健康返
乡攻略。

做好旅途防护

进入客运场站和乘坐
飞机、火车、长途车、轮船、
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
具时，要佩戴口罩，及时洗
手、消毒，做好手卫生；对于
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或出现
相关症状者，在佩戴口罩的
同时，要减少与他人接触。

做好健康监测

出现发热、咳嗽、腹泻

等不适症状应密切关注，症
状加重时，要及时到正规医
疗机构就诊。

重点人群尤其要注意

65 岁以上老年人、孕
妇、儿童、严重慢性基础性
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要尽
量减少到人群聚集、空气流
通不畅的公共场所，注意休
息，避免过度劳累。

注意饮食安全

注意饮食、饮水卫生。
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原
料，加工时要注意生、熟分
开；不吃未烧熟煮透的食
物，不吃不干净的水果和蔬
菜，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
饮用开水或未开封的预包

装水、饮料；外出就餐时，注
意选择正规、卫生条件较好
的餐厅。

春节期间，人与人接
触机会增多，容易感染呼
吸道传染病，并且冬春季
节，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轮状病毒腹泻等肠道传染
病易高发，再加上节假日期
间，聚餐和在外就餐的机会
增多。对此，中大五院全科
医学部主任薛青提醒，市民
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做好
个人防护，从而预防疾病传
播；同时，春节期间也应保
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作息
规律、注意休息、合理饮
食，忌大吃大喝、过量饮
酒，适当锻炼，提高自身免
疫力。

春节临近如何健康返乡？
中大五院全科专家送上攻略

“医生，我喉咙痛了半
个月了，像刀片割一样”

“我喉咙特别干痒，一咳嗽
就停不下来”“除了嗓子难
受，流鼻涕、发烧、犯困都
没有，应该不是流感吧？”
记者从浙江多家医院的呼
吸科、耳鼻喉科临床医生处
获悉，近日因喉咙不舒服就
医的病人增多。

而在公共场合，时常能
听到咳嗽声，清嗓子的人也
多起来，医生提醒喉咙不舒
服要警惕咽喉炎，症状严重
要及时就医。

据了解，咽喉炎是一种
常见的咽喉部疾病，指发生
在咽喉黏膜及周围淋巴组
织的炎症反应。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医生周国金介绍，70%
至80%的咽喉炎由病毒引
起，比如流感、新冠病毒感
染、链球菌感染等都是比较
常见的咽痛原因。除了病
毒，咽喉炎还可由细菌或粉
尘、烟雾等物质刺激，或过
敏性鼻炎、胃食管反流病等
引发。

医生解释，秋冬季节气
候干冷、空气湿度低，当冷
空气来袭，鼻黏膜受到刺
激，抵抗外界病菌侵袭的能
力降低，病原菌更易侵入呼
吸道，诱发呼吸系统疾病。

“急性咽喉炎起病急，
表现为咽部干痒、灼热或轻
度疼痛，且可迅速出现声音
粗糙或嘶哑，并常伴有发
热、干咳或有少量黏痰咳
出。”周国金说，慢性咽喉炎

则主要表现为咽部有黏液
吐不净，时不时干咳和清嗓
子，咽喉干燥难以缓解，喉
咙有异物堵塞感等。

专家表示，虽然重度咽
喉炎比较罕见，但其有气道
梗阻风险，严重可危及生
命，因此学会识别危险信号
非常重要。当出现持续高
热、嗓子疼超过7天且没有
任何改善、呼吸窘迫、喉咙
肿胀等情况时，意味着引起
嗓子疼的疾病可能存在一
些风险，需要及时就医。

对于如何缓解咽喉疼
痛，医生支招口服止痛药、
吃点冰的或润嗓子的食物、
多喝水、改善空气湿度、远
离二手烟等，这些都能起到
一定缓解效果。

据新华社电

“刀片嗓”回来了？

医生提醒近期留心咽喉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