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补充维生素D并不能有
效预防心脏病、中风、癌症或骨折等，健康成年人无须补充维生素D。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40个高规格临床试验，发现补充维生素D并不能将
出现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降低15%以上；尽管先前研究发现一些疾病
患者存在维生素D缺乏的现象，但维生素D缺乏是患者健康状况不佳
导致的，而不是疾病的诱因，健康成年人没有必要补充维生素D来预
防这些疾病。一些研究认为补充维生素D对健康的益处被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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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年人不用补充维生素D

用用““放放大大镜镜””寻寻找找
身身边边的的小小快快乐乐

病榻札记

征稿

《病榻札记》：讲出您的医疗故事，帮助更多的人从中有所感悟。
《医人说医》：医务工作者说与医疗有关的事，尽在《医人说医》！
《我来帮您问》：架起与名医名家沟通的桥梁，为您的健康支招。
来稿请洽：qlshengming@163 .com。一经刊用，稿酬从优。

甘霖

一位女作家说过，“很多
人喜欢用放大镜放大悲伤，
却吝啬地在显微镜下挑剔自
己的幸福。”

我曾经就是那个用放大
镜放大悲伤的人。那时候，我
的身体被多种慢性病纠缠：
腰痛、腹痛、尿痛、胸闷、头
晕、低烧、四肢无力、全身刺
痛，每天折磨着我。后来我住
进医院治病，无论在哪家医
院的哪个病房，我都是脸色
最阴郁、表情最凝重的那一
个。当然，治疗效果也是最差
的。不管是比我病情重还是病
情轻的病友，在治疗之余都会
看看电视、聊聊天放松一下。
只有我总是面对着墙呆呆地
躺着，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
疾病，以及曾经失去亲人的悲
痛，一直感叹着命运的不公，
不是唉声叹气就是默默流
泪，有时候甚至会嚎啕大哭
或者歇斯底里的乱发脾气。
在我看来，我的世界变得暗
无天日，除了病痛和焦虑，没
有一丝一毫的快乐和希望。

我夜不能寐、痛不欲生，几乎
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记得那时，面对整日郁郁
寡欢、悲观厌世的我，两个妹
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姐
姐，只要你能高兴起来，让我
们干什么都行。”年老体弱的
老妈也因为担心我而经常失
眠，可还是写了信捎到医院安
慰我。亲人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和苦口婆心地劝导让我渐渐
地意识到，我的悲观焦虑不但
给自己套上了无法自拔的痛
苦枷锁，也给爱我的家人带来
了无法言喻的困扰和伤害。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
到了一篇奉劝人们珍惜身边
小快乐的文章，虽然只有短
短的几行字，我依然感觉如
获珍宝，小心翼翼地把它剪
下来贴在了床头上。从此，我
按文章中写的那样，开始尝
试着寻找生活中的小快乐。
每天临睡前，我就回想当天
的经历，从中挖掘那些曾经
被我忽视的细小快乐：比如
老妈的感冒痊愈了；儿子考
了好成绩；妹妹送给我一瓶
心仪的香水；老公给我买了

养生的书籍；从报刊杂志上
看到了一篇喜欢的文章；吃
了一个香蕉没有拉肚子等
等。甚至我还会想：现在冬天
家里有暖气了，怕冷的我再
也不用像小时候那样穿着毛
衣、毛袜子睡觉了；还有全自
动的洗衣机帮着全家人洗衣
服，再也不用像妈妈年轻时那
样用搓板吭哧吭哧搓洗了。虽
然这些小快乐无法与病痛抗
衡，但是我会尽可能找到多
些、更多些，让它们在数量上
占到优势。这让我慢慢相信：
生活中的快乐还是比痛苦多
一点的。

以前，我总是喜欢写一些
辞藻“华丽”、格调“哀怨”的散
文或诗。现在，我开始记录那
些生活中的点滴快乐，那些生
活气息浓郁的柴米油盐酱醋

茶。家人、朋友的幽默话语和
有趣的生活小片段，都被我记
录下来整理成小段子，有很多
发表在了报刊上。那些小段子
能博家人和朋友一笑，也能让
自己翻看时重温当时的快乐。
看来，我不但学会了寻找生活
中的小快乐，还学会了让快乐
加倍的办法，让细小的快乐衍
生出更多的快乐。

虽然现在那些慢性病的
病痛还时时伴随着我，可是
我不再用放大镜放大自己的
悲伤，而是拿起“放大镜”寻
找身边的小快乐。汇聚那些
点滴的小快乐，让它们集合
成潺潺小溪，流淌在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这让我的世界
里又有了阳光雨露、鸟语花
香，让我重新感受到生命的
可贵，生活的幸福美好。

徐连泉

拒做钡餐透视

淋巴结肿大被当癌

李某，男，56岁，因吞咽
困难去邻近的河北省一县医
院就诊，钡餐透视见食道中
段有一“充盈缺损”，CT检查
显示食道旁淋巴结肿大，诊
断为食道癌并周围淋巴结转
移。转某肿瘤医院后，接诊医
生告诉病人应该再做食道镜
检查后取组织做病理检查，
等病理结果出来再根据具体
情况选择治疗方案。病人家
属则认为，钡餐透视和CT检
查都认为是食道癌并且还淋
巴结转移了，再做食道镜还
要取几块肉做病理，不纯粹
是花钱买罪受吗？遂坚决拒
绝，要求按癌给予化疗。“奇
迹”还真出现了，一个疗程化
疗之后，病人的吞咽困难症

状完全消失了，就是吃馒头
都不碍事了。只是由于化疗
引起右上肢疼痛以及抬举困
难，才又转我院内科治疗。科
主任查房时发现这个病人的
化疗效果也太好了，感觉可
疑，就要求病人再做钡餐透
视。钡餐透视没有发现问题，
做食道镜检查也没有发现问
题，病理检查还是没有问题。
借第一次钡餐透视拍的X线
片，仔细观察，发现所谓的“充
盈缺损”竟是伪影。水落石出，
病人压根就没有什么癌症。

其实，在多年的行医经
历 中 ，类 似 的 例 子 不胜枚
举，而究其根本，应该是患
者及家属对医生信任的缺
失，也是对医生诊断手段的
一些误解。

病理检查是

医学诊断的“金标准”

事实上，病理学是研究

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形态结
构改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功
能变化的一门基础医学与临
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学科。病
理检查就是对有关疾病提出
明确的病理诊断、可能的病
因学证据或线索、提供有关
的预后、指导临床手术或用
药。特别是对肿瘤及肿瘤样
病变，目前病理诊断仍是各
种医学诊断中最可靠的诊
断，被称为医学诊断的“金标
准”。据统计，根据病史、临床
症状及体检，疾病的正确诊
断率仅为50%，X线、CT、彩
超、磁共振等影像学的正确
诊断率为75%，而病理检查的
正确诊断率则达99%以上，因
此在西方国家病理医生被称
为“医生的医生”。

病理诊断最基本的是常
规病理切片，医学上称之为
HE切片，就是将病变组织用
专用切片机切成3微米左右
的薄片，经过一种叫做HE的

染色后放在显微镜下，放大
几倍、几十倍、几百倍，观察
细胞的大小、形态、结构以及
细胞之间的构成关系。除此
之外的辅助技术还有特殊染
色，组织化学、酶组织化学、免
疫组织化学、免疫荧光染色，
电镜，DNA倍体分析，DNA原
位杂交，计算机图像分析等。
单靠常规切片，诊断正确率一
般为85%-90%，加上辅助技术
诊断正确率则可达99%以上。

一个人患了病，是炎症
还是肿瘤？炎症是普通炎症
还是特殊炎症？肿瘤是良性
的还是恶性的？是什么类型
的良性肿瘤或恶性肿瘤？适
合手术、放疗、化疗还是内
分泌治疗？手术切缘是否残
留癌细胞？周围的淋巴结有
没有转移癌？哪类的化疗药
物最有效？等等，几乎都需
要通过病理检查来最终决
定——— 试想，这样的费用你
能省吗？

做做病病理理检检查查的的钱钱不不能能省省

医人说医

时下，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对此，不少病人及其家属认为是医生
乱开检查单、乱开贵重药所致。不可否认，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少数医生的确如此。但是，如果以偏
概全，把医生开的一切检查都认为是“乱开”，为省钱而不检查，尤其是不做病理检查，则可能“摊上
大事”，后悔晚矣！以下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本报济南2月17日讯(见习记者
陈晓丽) 17日早上，随着K3702

次列车驶进济南火车站，来自上海
的朱密英老人来到济南，几近失明
的老人将在济南获得免费治疗。

朱密英今年65岁，双目已经接
近失明。浅绿色的羽绒服、银白色的
短发，让这位老人看起来非常精神。
只是在提到她去世的儿子时，朱密
英依旧难掩伤心之色，声音也逐渐
哽咽起来。

1 9 9 9年，朱密英 2 5岁的儿子
意外猝死，深陷悲痛的朱密英终
日以泪洗面。本来就高度近视，又
曾经因为白内障做过手术的朱密
英视力越来越差，2004年时几乎什
么都看不见了。“在上海不少医院也
都看过，医生都说没什么希望，说能
维持住目前微弱的视力就好。”朱密
英说。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施尔明
眼科医院了解到朱密英的情况
后，决定为其免费检查和治疗。检
查结果显示，朱密英左眼视力只
有 0 . 0 2，右眼矫正视力勉强可以
达到0 . 1。

该院院长毕宏生解释道：“由于
患者本身就有高度近视，再加上孩
子去世后伤心过度，可能存在眼压
增高的情况，同时患者视网膜和视
神经出现了大规模萎缩；此外，由于
早年白内障手术技术还不是很先
进，手术后并没有植入人工晶体。这
些都影响了患者视力。”

为了尽量提高朱密英的视
力，毕宏生建议从两个方面进行
治疗：一方面将为朱密英眼睛植
入人工晶体，恢复朱密英的眼部
屈光系统；另一方面，将通过治疗
尽可能恢复其视神经功能，争取
达到脱盲水平。

过度哭泣几近失明

6旬老人
济南获免费治疗

老年人年老体衰是自然规律，
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各个系统的
机能都退化，甚至还可能体弱多病。
但是如果能够根据各自的身体状况
选择一些适宜的运动，并且持之以
恒，就能较好地缓解老化带来的不
良影响，有些老年人甚至还可以创
造出奇迹来。下面我们来盘点一下
运动使人长寿的秘密：

1、运动可以改善老年人大脑的
功能，延缓功能的衰退，起到预防老
年痴呆的作用。

2、运动可以提高呼吸和心血管
机能，能预防和延缓老年人的呼吸
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像跳交谊舞、
慢跑、爬山之类的有氧运动是提高
心肺功能的良好方式。

3、运动可使老年人骨关节和肌
肉系统能力提高，延缓骨质疏松及
老年特有的退行性骨和关节病变。

4、运动可以延缓各种慢性疾病
如肥胖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
管病等的发生和进展。有些疾病如
动脉硬化等因为衰老而发生，运动
锻炼也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

5、运动还可提高心理健康，调
整积极的情绪，消除精神压力和孤
独感。医学心理学专家指出：心理适
应，最主要的就是对于人际关系的
适应。运动锻炼已经成为一个促进
老年人心理适应能力的良好形式。

据《扬子晚报》

运动“健心”

助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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