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呵护“沉默”器官，早诊早治是良策

肝损伤悄悄来，很多市民易忽视

药物性肝损伤，疑服不正规膏方

今年初，35岁的李女士感到乏力、尿黄，到无锡市五院肝病门诊就诊，查出药物性肝
损伤。医生在追溯其病史时发现，可能与她平时服用不正规来源的中医膏方有关。7月
28日，是世界肝炎日。无锡市五院肝病科主任陆忠华介绍，近年来，该科收治的患者中，
像乙肝、丙肝这样的传染性肝炎发病率逐年下降，而药物性肝损伤这样的非传染性肝炎
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危害市民健康，应当引起市民对护肝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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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人体极其重要的
一个器官，糖、蛋白质、脂肪代
谢的中心器官都是肝脏，而且
肝脏要制造人体每天所需的
白蛋白，还要制造凝血因子，
承担着重要的生理功能。一
个正常人，肝脏切掉1/2，基本
不影响各项功能，不过一旦出
现肝功能不好等症状，肝脏就
已经不堪重负，病情很重了。

陆忠华提醒，服用药物要遵医
嘱，看说明书，切忌听信“秘
方”“偏方”；不要在不正规地
方购买中药；长期服药患者三
个月复查一次肝功能，一年做
一次肝脏超声检查；一旦发生
药物性肝炎需立刻停药。

目前，针对药物性肝损伤
也并不是无药可救，陆忠华提
醒患者早诊早治疗。无锡市

五院针对多种非感染性肝病
有了多种治疗方法，如停用并
避免再次使用可疑或同类药
物，但也要充分权衡后续原发
病加重的风险；进行特定的解
毒治疗；根据肝脏受损特点，
适当使用保肝、降酶、退黄等
药物。对重症肝病的治疗手
段也多样，如血液净化。

（卫曦臻）

近日，经历了四次手术的周警官恢复
了右手大部分的功能，避免了右手拇指的
严重肢体残疾。他特地来到无锡市九院进
行康复，并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手外科团队
手上，感谢医生们精湛的医疗技术和医务
人员对其无微不至的照料。

时间拉回到2022年 3月 8日晚，一位
手缠白纱的警察在同事的护送下，十万火
急地进入无锡九院急诊室，患者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痛苦不已，右手被白纱布覆盖，
白纱上血迹斑斑。原来，患者从安徽宣城
过来，在执行任务时被灭火弹炸伤右手，疼
痛、流血、手动不了约3小时，因伤情严重，
当地医院无法保证他的右手拇指成活及术
后功能恢复，所以在简单包扎止血后推荐
了无锡市九院。值班的手外科医生吴权简
单询问病史，迅速给患者检查，发现患者右
手掌虎口皮肤软组织缺损，右手第一腕掌
关节脱位，创面污染严重，内在肌挫伤严
重，骨质、肌腱、神经外露，伴活动性出血，
右手掌皮肤挫伤，右拇指肤色淡紫红，皮温
偏低。吴医生一方面做好急诊手术前准
备，一方面迅速将病情上报科室领导。副
院长薛明宇听闻病情汇报后高度重视，要
求大家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他一方面
协调相关部门开放绿色通道协同救治，另
一方面做好手术指导工作。

吴医生团队连夜为伤者进行手术。在
麻醉和护理团队的保障下，手术持续了2个
多小时顺利结束，手术彻底清创防止伤口
感染、修复拇指血管，以保证手指成活，也
为后续的植皮及康复治疗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之后，医生又通过3次手术，帮助患者
拇指及虎口功能恢复。

（昀澄）

一直以为自己腋下“无处安放”的肉肉
是胖，没想到竟是副乳。史女士最近在体检
中碰到一件令她困惑的事情：医生告诉她有
副乳。副乳，她以前没听说过，它会不会癌
变、要不要切除，能靠减肥除掉吗？

副乳是一对正常乳房外的多余乳房或
者类乳房样的肿块，很多女性腋下多出来的
肿块都是副乳。有些女性进入中年开始“发
福”，出现了一些赘肉，腋前也会出现一块隆
起，看起来很像副乳。这时候，可用手触摸
隆起部分，如果是副乳可触及腺体。副乳大
都没什么不适感觉，因此通常都是在体检时
被医生发现的。

它会癌变吗？副乳是人体多余的、退化
了的器官，已经失去了实际的生理功能，因
此这些多余的部分首先是影响了美观。另
外，有的副乳还可能伴随有疼痛，这是由于
副乳中的腺体可以随着人体激素水平的变
化而变化，会出现肿胀、疼痛，严重时可能影
响到上肢的活动，此种疼痛通常呈规律性发
作，多出现在月经前。

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性副乳则有癌变
的可能，尤其是腋窝部的副乳更容易发生
癌变。有乳癌家族史者，医生会建议手术
去除。

（中新）

夏季儿童溺
水 事 件 时 有 发
生。近日，锡山人
民医院东亭分院
开展抢救溺水者
应急演练，急诊医
师在确认受灾人
员生命体征后，立
即实施救援，直至
溺水者恢复心跳
与自主呼吸。

（张芳 摄）

四次手术保住警官手

腋下多肉因为胖？
小心副乳刷存在感

本想补身无奈伤肝？
专家：药物性肝损伤患者增多

李女士出现不适症状
后，在无锡市五院检查，肝功
能异常、黄疸高、谷丙转氨酶
高。医生为其排除了病毒性
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后，经
过肝穿刺，发现肝小叶中心
区坏死，确诊了药物性肝损
伤。医生追溯患者病史，李
女士称曾从菜场上买了含有
四五十种中草药的膏方，其
中含有何首乌。而近日首个

中国大陆药物性肝损伤相关
不良报告出炉，报告显示，
2012—2016 年药物性肝炎
相关不良反应的报告中，中
草药物占比 4.5%。报告提
醒，苦杏仁、木薯、广豆根、北
豆根、艾叶、毛冬青、黄独、苍
耳子、大枫子、苦楝皮、鱼苦
胆、千里光、天花粉等具有肝
毒性。中草药的肝毒性可以
是药物本身或其代谢产物的

直接毒性作用，也可能与炮
制过程不规范，或是药物代
谢过程中出现的免疫损伤。

“不仅仅是中药，西药的
不合理使用，同样会导致药
物性肝损伤。”陆忠华介绍，
如有的市民频繁使用抗生素
导致药物性肝损伤。目前，
该科门诊遇到的药物性肝损
伤患者占到一成，住院患者
占到三成。

肝脏没有痛觉神经，对一
些“小毛病”没有明显的疼痛
感，被称作是“沉默”器官，所
以很能“忍”。药物性肝损伤
患者一般会表现为肝区不适、
恶心、呕吐、尿黄等症状，但是
也有的患者可能丝毫没有感
觉，只是在例行体检时发现肝
硬化，往往病情已经非常严
重，这也是重症肝病患者有增
多趋势的原因。

陆忠华介绍，导致药物性
肝损伤的原因众多，如有些患
者对一些慢性病或疑难病偏

听偏信,不到医院接受规范治
疗，而相信市面上的广告，像
一些宣称治疗白癜风、脱发、
月经不调等的药物，服用后出
现慢性或急性肝功能损害。
有些患者随意延长药物的疗
程、加大剂量。还有些患者通
过不当途径购药，正规医院和
中药房采购的中药原材料有
严格监管，经过规范炮制等环
节后，毒性大大降低。从人群
看，随着人口日趋老龄化，老
年人各种疾病较多，用药机会
增多，甚至同时接受多种药物

治疗，药物的联合使用容易出
现药物间相互作用。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肝脏的药物代谢
能力逐渐下降，肝脏血流量减
少，使得药物在肝内代谢速度
减慢，从而导致药物在血液中
停留的时间延长，因此增加了
中老年人发生药物性肝损伤
的风险。此外，一些市民人到
中年即加入进补大军，尤其是
一些人认为中草药是“绿色天
然药物”，对人体无副作用，其
实这些补品中也可能含有导
致肝损伤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