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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正宗大别山灵芝 找大别山老王

大别山
老 王 孢子油.粉

自产自销老牌老店：崇宁路17号4楼

电话：82700029（大别山老王）

广
告

孢子油主要吃油。配料表是产品内容“身份证”。
货比三家不吃亏！
配料表明确 含20%孢子油 三萜21.6克：
6瓶600粒2500元，15瓶6000元。

配料表明确 含35%孢子油 三萜22克：
7瓶700粒4500元，14瓶8500元。

配料表明确 含100%孢子油 三萜25克：
6瓶600粒15000元，13瓶30000元。

椴木孢子粉：1000元/斤，买3送1。

7月8日晚上10点半，无锡市
第八人民医院急诊室内，两名医生
注视着灯光下一位老人的皮肤，不
由得屏住了呼吸——密密麻麻近百
只芝麻粒大小的黑色蜱虫正牢牢吸
附在上面。“这位患者被送到医院
时，从脖子到脚踝都有被蜱虫叮咬
的痕迹。我们在拔除蜱虫的过程中
不敢分神，反复检查，最终花了近两
小时才处理完。”市八院外科主治医
师周城臣向记者介绍道，他同时提
醒，夏季是蜱虫活跃期，在户外活动
时一定要做好防护，被叮咬后须及
时处理。

原来，8日清晨，家住胡埭的78
岁孙奶奶（化名）在菜地劳作，回家
后发现身上莫名出现了很多黑色小
疙瘩，由于不痛不痒，她并未重视。
晚上，孙奶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家
人，家人用手电仔细查看后，才发现
可能是蜱虫“作祟”，于是赶紧将她送
到医院。经过及时处理，蜱虫被全部
拔除，目前老人状态平稳，还需住院
密切观察。

无独有偶，7月9日早晨，张老
伯因持续高烧被家人送到市八院。
检查发现，他的左脚脚趾有被蜱虫
咬伤的痕迹。被咬一周后，家人才
察觉异样，送到医院时，张老伯已出
现血小板减少、关节疼痛及肠胃不
适等严重症状。

“被蜱虫叮咬的高危人群主要
是农民、户外旅游和露营的游客，尤
其是老人、小孩常遭蜱虫叮咬。”市

八院外科、动物致伤救治中心主任
曹嵘介绍，被蜱虫咬伤后若不及时
处理，极易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
综合征，危及生命。他提醒，发现蜱
虫叮咬皮肤后，应尽快取出，但不可
用手直接拔取。可先将酒精涂抹在
蜱虫身上，再用干净的镊子夹取，使
其自动脱离。去除蜱虫后，要对叮
咬部位用酒精、碘酒等进行消毒。
同时，需自我观察两周左右，若出现
发热、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及
时就医。 （高佳美）

七旬老人遭近百只蜱虫“突袭”
及时处理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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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科学的体重管理，让
孩子暑期能减掉二三十斤。”7月14
日上午，得知无锡市儿童医院首期

“卡路里大冒险”儿童体重管理夏令
营开营，从江阴赶来的陈女士带着
12岁、体重已达150斤的儿子来到
现场，积极参与活动。在接下来的
5天里，医院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将
与满怀期待的家长和小营员们，共
同开启科学减重与健康成长之旅。

开营首日，医生对小朋友们进
行了细致的健康评估。11岁的小
曹体重已达80公斤，BMI为26.8，
肥胖率高达153.14%。营养科医生
不仅为小曹和妈妈详细解读了检测
数据，分析了肥胖的危害，还提供了
专业的减重指导。另一边，破冰游
戏气氛热烈，孩子们争相踩爆气球，

“砰砰”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在羽
毛球馆内，运动教练正带领孩子们
进行运动能力测试、热身及适应性
训练，为后续活动打下基础。

打破单一模式，构建全方位支
持体系。“我们整合了儿童营养科、

内分泌科、中医科及心理科的精锐
力量，为孩子们构建全方位的健康
支持体系。”据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助理、营养科主任蒋莉介绍，在
为期5天的活动中，孩子们不仅能
参与趣味运动激发活力，还将跟随
营养师学习健康食谱搭配技巧，识
别并减少“垃圾食品依赖”；心理专
家将通过互动辅导，帮助孩子建立
自信、发现自身闪光点；中医团队则
提供个性化的体质调理方案，形成
中西医结合的健康减重路径。

“关注儿童肥胖，筑牢未来健康
基石。”市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朱立红强调，儿童肥胖已成为
全球性健康挑战，不仅影响孩子的
体能和自信，更埋下诸多健康隐
患。她指出，今年是国家“体重管理
年”，医院积极响应，特在暑期推出

“卡路里大冒险”训练营，旨在通过
专业课堂与趣味活动相结合的方
式，帮助孩子们掌握健康知识、培养
良好习惯、收获强健体魄，为未来人
生筑牢坚实的健康基础。 （葛惠）

儿童体重管理夏令营正式开营
多学科专家联手打造“快乐减重”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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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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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甲状腺癌再登热搜。《2025版
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
状腺癌在北京市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
中占比高达48.08%，成为占比最高的癌
种。这组数据让锡城市民忧心忡忡：得
甲状腺癌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吗？该如
何科学应对？记者日前采访江苏省江原
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高芸主任医师及主任
助理潘懿副主任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20—29岁年轻人甲状腺癌发病率偏高
专家提醒：科学筛查+规范治疗是关键，别陷入“低碘饮食防癌”误区

《柳叶刀》相关研究指出，全球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另一篇全球综述显示，自
1960年起，多数国家男女甲状腺癌
发病率均明显上升，按此趋势，2030
年甲状腺癌可能成为美国第四大常
见癌症。

高芸提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
女性发病率远高于男性，2020年全
球新确诊女性患者44.9万例，男性

13.7万例，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分别
为 10.1 例/10 万人和 3.1 例/10 万
人；二是年轻人尤其是20—29岁群
体，发病率相对较高。那么，甲状腺
癌为何更“偏爱”女性呢？这可能与
甲状腺对激素较为敏感相关，女性在
经期、孕产过程中出现的激素变化，

会间接影响甲状腺，进而导致细胞增
殖或病变。此外，女性也更容易受到
不良情绪的困扰，这会造成内分泌紊
乱，从而增加患病风险。甲状腺癌

“偏爱”年轻人，原因在于甲状腺细胞
在青壮年时期的分裂增殖能力更为
旺盛，而细胞分裂越频繁，DNA复制

过程中发生突变的可能性就越高。
潘懿解释，发病率上升有两大主

因：一方面，超声等影像检查普及和频
次增加显著提高了检出率——过去触
诊仅能发现3%—7%的甲状腺结节，
如今B超精度提升，两三毫米的小结
节也能检出，检出率达70%以上；另
一方面，人们健康意识增强，年轻人
单位或自发体检常包含甲状腺B超，
检查人数增多使检出病例增加。

发病率持续走高，年轻群体更需警惕

诊断上，超声是筛查首选。高芸
说：“高灵敏度彩色超声可评估甲状
腺结节大小、形态、内部血流及微钙化
等高危特征，但对深部病灶检测有局
限，结果受操作者经验影响。若要确诊
是否为癌症，可结合细针穿刺病理学
检查及相关基因检测进一步明确。”

甲状腺癌的治疗需外科、内分泌
科、核医学科及肿瘤科等多科室协
作，实施综合治疗。治疗以手术为核
心，包括甲状腺叶切除、全甲状腺切

除及淋巴结清扫术。高芸进一步说
明：全甲状腺切除适用于肿瘤较大或
已转移等中高危患者，腺叶切除适合
低危单侧小癌；淋巴结清扫与否及手
术范围取决于转移情况，需结合肿瘤
类型和患者个体状况确定。

手术并非终点。术后需进行甲
状腺激素替代及抑制治疗，部分患者

还需接受放射性碘治疗。潘懿介绍，
这种治疗用于清除术后残余组织或
微小癌灶，降低复发风险，主要适用
于高危（如已转移）或中危（如侵袭性
病理亚型）患者，低危患者通常无须
此疗法。

关于放射性碘治疗的安全性，高
芸表示：“131I治疗相对安全，常见不

良反应有轻度、短暂的颈部疼痛肿
胀、胃肠道反应、唾液腺炎等；少数广
泛肺转移且多次治疗的患者可能出
现相应的放射性损伤。目前无证据
表明其增加继发肿瘤风险或影响生
殖功能，但建议治疗后6个月内避免
妊娠或受孕。”

此外，晚期甲状腺癌可采用靶向
药物抑制肿瘤生长、延缓进展，但靶
向药物可能引发高血压、腹泻等副作
用，需密切监测管理。

多科室协作，科学手段精准应对

甲状腺癌认知中存在不少误
区。潘懿指出，“低碘饮食能防癌”是
常见误读，很多人因此选择无碘盐。
事实上，碘摄入过多或过少都可能影
响甲状腺健康——严重缺碘可能增
加滤泡癌风险，过量碘可能与乳头状
癌风险升高相关，但适量碘摄入是安
全的，不会诱发癌症，过度限碘反而
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

另一个误区是“术后无须服

药”。实际上，全甲状腺切除患者需
终身服用左甲状腺素钠片（如优甲
乐）等甲状腺激素药物，一是替代甲
状腺激素以维持正常代谢，二是抑制
促甲状腺激素，减少肿瘤复发转移风
险。还有人认为“优甲乐可随意停
用”，这同样错误，擅自停药会导致甲

减，甚至增加癌症复发风险，需严格
遵医嘱用药。

关于预防，高芸表示，需重点关
注高危人群，包括有甲状腺癌家族史
或相关遗传综合征者、童年接受过头
颈部辐射者、患有慢性甲状腺疾病者
及长期接触辐射或化学毒物者。预

防措施包括定期超声筛查、避免不必
要的辐射暴露、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研究显示，高身体质量指数（BMI）
水平与乳头状甲状腺癌风险增加相
关，超重和肥胖是55岁以下患者患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尽管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但只要正确认识、积极预
防、规范治疗并坚持随访，就能有效
应对这一疾病。”

（杨洁丹）

走出认知误区，做好科学预防

7月 10日上午10点，55岁的徐
阿姨站在江南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大厅
的智能屏前，轻声问道：“我头晕好几
天了，该挂什么科？”屏幕上的数字导
医“小江”立刻给出了清晰指引。这一
幕，恰是无锡首个本土化AI数字导医
正式上线后的鲜活场景，更生动映照
出该院推进人文感知医院建设的扎实
行动——将人文关怀深度融入市民就
诊全流程。

科技里的温度
AI导诊破解“挂号难题”

在徐阿姨之后，60岁的余先生也
对着智能屏发问：“腋下有淤血的斑块
应该挂什么科？”数字导医“小江”立刻
回应：“建议挂血液科或血管外科，可
同步预约专家号。”这个由医院与深圳
市大数据研究院无锡创新中心联合开
发的AI导诊系统，正悄然改变中老年
人的就医体验。“以前在手机上操作分
不清科室，现在说话就行。”余先生看
着屏幕上的专家信息感慨道。

门诊部副主任吴丹岭演示着系统
的贴心设计，点击“我说完了”即可完
成语音识别。“医院从去年8月就开始
在微信公众号提供预约导诊服务，如
今新增数字人导诊后，患者在现场就
能与人机对话，不仅更方便快捷，还能
精准找到就诊科室，有效避免了重复
挂号的麻烦。”

在候诊区，另一种“智能”同样受
欢迎。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
生胡蝶正协助患者完成医保结算，“有
患者说，我的耐心比机器更让人安心。”
医院团委副书记王缘介绍，全年日均6
名志愿者在岗，寒暑假增至10人，“我
们有‘派单’机制，遇到行动不便的老

人，导医会安排志愿者全程陪同。”这
些举措生动诠释了医院“为民服务可
及”的文化理念。

细节里的关怀
全维度织就“温暖网络”

在儿科病房，儿科副主任刘月影
将一本彩色手账递给糖尿病患儿：“小
朋友，你看封面上可爱的小家伙，是我
们医院的江南医者IP形象‘鼋小江’和

‘鼋小南’。你的血糖有点偏高，这本
2.0版《儿童成长健康手账》里，关于肥
胖症的章节特别适合你，可以跟着一
起学健康知识。”

手账封面上，身着白大褂的“鼋小
江”正挂着听诊器，短发的“鼋小南”捧
着药瓶，两个以“太湖神鼋”为灵感设计
的卡通IP，用“江南绿”的柔和色调与灵
动姿态，瞬间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这
是医院联合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黄秋儒

教授团队的精心创作——不仅融入
“和合奋进卓越共赢”的院训内涵，更
让医护职业形象通过童趣化表达变得
亲切可感。

手账内页藏满巧思：过敏性鼻炎
患儿专属的花粉预警表、肥胖症儿童
的饮食打卡格。“社区义诊时，100本
手账瞬间就发完了。这些卡通IP形
象让严肃的医学知识变成了孩子们愿
意亲近的‘成长伙伴’。”刘月影说。

琴声里的疗愈
门诊大厅的“音乐处方”

“上周三弹了两小时，有位阿姨说
听完头晕都减轻了。”大三学生小陈擦
着琴键说。这个暑期，他已连续两周
驻守，最长一次连弹两小时，“已经连
续几年来医院当志愿者，因为我发现
琴声能安抚病人的情绪。”

自医院设置钢琴以来，每半月周

三下午，会邀请专家、江南大学学生志
愿者及钢琴爱好者与患者同台表演。

“不设演奏门槛和曲目限制，古典乐、
儿歌都行，患者也能即兴弹奏。”王缘
介绍，医院希望通过温馨的互动表演，
让患者与医务人员在轻松的氛围中，
感受医院有温度、有朝气的文化。

最动人的场景往往发生在不经意
间：小陈弹奏《这世界那么多人》时，因
肚子疼而哭闹的小汪突然安静下来，
站在钢琴旁，脸上挂着泪水认真聆
听。二年级学生小卜攥着妈妈的衣
角：“大哥哥弹得真好听，我也想去试
弹考级的曲子。”

住院半个月的殷阿婆，听完一曲
后去面包新语买面包：“住院伙食清淡，
偶尔想吃点甜的。”医院里的罗森、星巴
克等品牌店，让她觉得“不像住院像逛
商场”。这些店铺设有“买二送一”“第
二件半价”等患者专属优惠，而医院后
续还将提升餐饮及生活服务品质，优
化就医体验。

医院的关怀渗透在每个角落：公
共卫生间放置香薰、候诊区新增按摩
椅、在各诊疗区域加快加装电视，从视
觉、触觉、嗅觉多维度实现人文医学的
可感可及。

据了解，该院打造人文感知示范
医院的目标，是实现从“功能满足”到

“情感共鸣”的升华，让医疗空间充满
“家”的温度。人文感知不是口号，而是让
患者从踏入医院起，就能切实感受到被尊
重、被理解、被关怀。医院将持续通过音
乐、流媒体、艺术装置等全域布局深化艺
术疗愈，在提升技术服务能力的同时，让
医院文化实现亲民品牌可知、惠民温度
可感、为民服务可及，为群众提供有温
度的高质量服务。 （杨洁丹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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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医院让人文关怀浸润就医全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