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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医院只是想缓解疼
痛，你们却根治了我的病。早
知道我应该再早点来。”黄先
生（化名）激动地对无锡市人
民医院疼痛科医务人员说
道。近日，该院疼痛科使用低
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为黄先
生治好了“腰腿痛”。

黄先生腰腿痛有一段时
间了，最近因为疼痛加重，来
到无锡市人民医院疼痛科就
诊。疼痛科主任顾正峰仔细
询问病史并为黄先生进行了
体格检查，发现他不只是腰
腿痛那么简单，还存在走路
步态不稳、一瘸一拐的情况。

顾主任怀疑黄先生不仅
有腰椎间盘突出，还可能存
在颈椎疾病。于是，他为患
者申请颈椎和腰椎检查，检
查结果显示患者颈椎和腰椎
均有椎间盘突出。

在安排黄先生住院后，
疼痛科团队为他进一步完善
了相关检查和充分的术前准
备。术中，在局部麻醉下，团
队为黄先生进行腰椎间盘和
颈椎间盘低温等离子射频消
融术，皮肤没有创口，只有约
1毫米粗的针眼。

术后第2天，黄先生即可
下床活动，腰腿痛缓解约
90%，走路步态基本接近正
常。3天后，黄先生出院休
养。“之前总以为自己的病治
不好，实在疼得无法忍受了，
想来人民医院开点止痛药缓
解一下疼痛。没想到来对
了。”黄先生激动地说。

据悉，颈椎间盘突出症是
临床较为常见的脊柱疾病之
一，发病率仅次于腰椎间盘突
出症，常见于低头工作时间长
的青壮年男性和老年人群体，
好发于30～50岁男性。颈椎
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可能导致
上肢疼痛麻木，也有上肢乏力
感。也可能出现颈部不适，胸
前区疼痛、心悸心慌、头痛头
晕。晚期患者出现步态笨拙、
活动不灵、行走不稳、容易跌
倒，严重者影响大小便，甚至
截瘫。因此，当反复出现颈肩
部疼痛及上肢放射性疼痛症
状时，需及时到医院就诊。

专家介绍，患者平常要注
意颈部保暖，避免空调直吹颈
肩部。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
及功能锻炼有助于颈椎间盘
突出症的预防。日常使用电
子产品时，注意视线与屏幕持
平，每30分钟到1小时做肩
颈放松活动。另外，长期伏案
的工作者要定时休息，端正坐
姿，保持脊柱直挺，多做颈肩
部肌肉的锻炼并防止过度锻
炼。而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尤
其要注意运动损伤的预防。

（王威）

3月4日是第六个国际HPV知
晓日，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的
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而大多数宫颈
癌是由 HPV 感染所致。那感染
HPV就一定会得宫颈癌吗？如何预
防宫颈癌？近日，无锡名医团·名医
大讲堂专家走进新吴区联心大地幼
儿园，为教师们讲解相关知识。

“只有高危型HPV持续感染，部
分患者才会进一步发展为宫颈癌。”当
天，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助理、
主任医师陈瑜介绍，宫颈癌的致病元
凶——人乳头瘤病毒 (HPV)是一种
无包膜的双链DNA病毒，目前发现有
200多种型别，根据致癌性的不同分
为高危型别和低危型别。低危病毒感
染后可引起生殖器尖锐湿疣等；高危
病毒持续感染则会引起阴道、宫颈上
皮内病变，最终进展为宫颈癌。

“‘17至24岁’和‘40至44岁’是
我国女性HPV感染的两个高峰年
龄。”陈瑜解释，这要从性行为和免疫
力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年轻女性
性行为相对频繁，感染HPV的可能性
较高，但同时年轻女性免疫力强，多数

女性在感染后通过免疫系统清除了病
毒，因此年轻女性感染率高，但宫颈癌
发病率不高；另一方面，40岁以上女
性免疫功能下降，对病毒的清除能力
不足，更容易出现HPV持续感染，带
来较高的宫颈癌发病率。

“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宫颈癌防治，
根据年龄段采取三级干预法。”陈瑜介
绍，初级预防针对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疫苗、适当的性教育、为有性行
为的人提供避孕套等；二级预防针对
30岁以上女性，采用等同或优于HPV
检测的高性能检测筛查、立即或尽快
治疗癌前病变等；三级预防针对任一
年龄段的浸润性癌症治疗，采取外科
手术、放射治疗、化疗等。

“应尽早接种HPV疫苗。”陈瑜介
绍，HPV疫苗只能预防新的感染，不能
清除已感染的病毒，所以疫苗接种越早
预防效果越好。国家卫健委根据我国
国情建议重点推荐人群是13至15岁
的女孩。2021年起，我市在市区范围
内为初二学段女生启动了HPV疫苗
免费接种项目。我市使用的HPV疫
苗包括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九价疫

苗目前适用人群拓展至9至45周岁适
龄女性，但较难预约，二价、四价疫苗
对宫颈癌的保护有效率已达70%以
上，因此大家应尽早接种，不要盲目等
待高价疫苗。”陈瑜提醒说。

“接种HPV疫苗后仍需定期做宫
颈癌筛查。”陈瑜提醒，接种HPV疫苗
可以使宫颈癌的概率降低，但并不能
完全预防宫颈癌。我国推荐从25岁
起开始筛查，64岁终止。25至29 岁：
每3年进行子宫颈细胞学检查；30至
64岁：每5年进行宫颈细胞学+HPV
检测联合筛查或每3年进行宫颈细胞
学检查；65岁以上：过去10年筛查结
果阴性，可不再进行筛查。

陈瑜表示，只要有性生活，女性一
生中有80%以上的机会要感染一次
HPV。但是，这种感染大多是一过性
的，绝大多数在一到两年内依靠自身抵
抗力就能转阴。所以，HPV感染其实
没那么可怕。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
要！注意生殖道健康与卫生；避免不洁
性生活，减少性伴侣；保持开朗乐观的
心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运
动，增强抵抗病毒感染的能力。（王菁）

近日，市妇幼保健院专
家来到羊尖镇卫生院，为广
大女性开展义诊活动。

（孙燕芳 摄）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
治好患者“腰腿痛”

守护宫颈，谨防“女性杀手”

一日三餐离不开“电子榨菜”，健康吗？
专家提醒：“好吃”没营养

吃饭的时候，20岁出头的吴先生宁可没有什么下饭的菜，但是不能没有“下饭”的剧。前不久，他的手机出了故障，
顿顿饭都要刷剧的他隐隐感到失魂落魄。对此，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邓思宇认为他是“电子榨
菜”上了瘾。而“2022年度流行语”中，“电子榨菜”悄然上榜，超过9成网民都曾在吃饭的时候点开过“电子榨菜”。

“电子榨菜”指的是吃饭时用来
“下饭”的视频，形式和内容不拘一
格，可以是经典老剧，可以是搞笑综
艺，可以是游戏比赛，甚至是一些影
视剧解说。它的时长一般在一二十
分钟，恰好是一顿饭的工夫，吃完饭
视频也差不多播完了。

吴先生平时工作很忙，可以说
连大段的休闲娱乐时间也没有，而
在吃饭的时候刷剧，可谓吃饭娱乐
两不误。邓思宇介绍，这些视频的
出现恰好顺应了目前社会的快节

奏，连休闲娱乐也呈现一种“加速”
状态。为了保持竞争力，人们一方
面会压榨自己的休闲娱乐时间，尽
量将之转变为工作时间；另一方面，
在碎片化的时间里，“30分钟知道一
本书”“5分钟带你看一部电影”就显
得格外吸引人。更何况，大数据算
法能个性化推送市民所喜好的视
频。

邓思宇介绍，有的人“吃”“电子
榨菜”不仅仅限于一日三餐，只要有
一点空闲的碎片时间，就忍不住要

“吃”。“吃”“电子榨菜”让大脑经历脱
敏反应、敏化反应和大脑前额叶功能
退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人受到
短视频刺激时，多巴胺会急剧增加，
直到通过不停地看视频满足这一刺
激，多巴胺又急剧下降。第二阶段，
让人“上瘾”的相关事物更敏感，一旦
习惯了刷剧，对其他的事物，如看
书、学习、思考，可能很难再提起兴
趣。第三阶段，在不断的刺激、脱敏
和敏化过程中，大脑的前额叶功能
退化，最终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邓思宇介绍，“电子榨菜”“好吃”
但没营养，如果偶尔看看，调节一下心
情，不失为一种放松的选择。但是，如
果沉迷于其中，让大脑在本该放松的
用餐时间持续处于兴奋状态，压缩人
们的休息时间，长此以往将导致过度
疲劳、消化不良等健康问题的出现。

“电子榨菜”大多是很多视频主精

心剪辑过、带有自身理解的短视频，这
种形式受超短时长的限制，其表达的
内容或是偏于表象，很难在深度上有
所突破；或是会直接给出答案，而弱化
其中的思考过程，长期观看会减弱深
度思考的能力，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学
习、工作。此外，这些短视频内容良莠
不齐，难免会出现价值观、人生观导向

不正确的视频，部分年轻人判断能力
不足，如果偶然点击浏览了某些不良
信息，可能会进行模仿、跟风，对其健
康成长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因此，
即便是偶尔享用“电子榨菜”，也应保
持清醒意识，将有声读物、纪录片等
知识型“食材”作为首选。

(卫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