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3.12.25 星期一
主编：江卉 龙华 版式：陈雯 万璇

专刊

欢迎投稿：
3315078135@qq.com

健康

名医档案

侯晋轩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乳

外科副主任，医学博士，硕士

研究生导师。中国医药教育

协会临床科研创新发展专业

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

微创治疗委员会甲状腺分会

青年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乳

腺甲状腺学会秘书长。主攻

甲状腺癌、乳腺癌的以手术

为主的综合治疗，擅长腔镜

甲状腺手术、甲状腺结节消

融术、乳房重建术等。

楚天名医
时值岁末，许多人在体检中发现有甲

状腺疾病，为此紧张焦虑。甲状腺结节恶
变发生率有多少？甲状腺癌5年生存率是
多少？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乳外科副
主任侯晋轩逐一解疑释惑。

甲状腺疾病“偏爱”女性

甲状腺位于颈前甲状软骨下方，形
似蝴蝶，犹如盾甲，故名甲状腺。甲状
腺重20克至30克，正常的甲状腺既看
不到，也触不着。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
内分泌器官，被称为人体“发动机”，其分
泌的激素影响全身组织的氧消耗及热量产
生，促进蛋白质、糖类及脂肪的代谢和人体的生长发
育，参与人体钙调节和骨代谢。甲状腺“闹起脾气”
来，威力不可小觑。在甲状腺结节人群中，总的恶变
发生率为4至7%。

《2017年中国癌症统计》指出，甲状腺癌在我国女性
恶性肿瘤发病率中排第5位，特别“青睐”于城市白领女
性。此外，女性甲状腺癌的患病率是男性的3倍，高发年
龄20至45岁。

目前，明确和甲状腺癌发生相关的因素是辐射和遗
传因素。近年来，甲状腺癌发病率升高，人们长期熬
夜、精神压力大、饮食不均衡等不良生活习惯可能是诱
因，此外，彩超技术普及、超声科医生检查水平以及仪
器的灵敏度的提高，也是甲状腺癌发病率升高的可能
因素。现有研究没有证据表明碘摄入和甲状腺癌有直
接关联，如果一味去克制碘的摄入，反而会因碘缺乏导
致健康问题。

酌情选择治疗方式

甲状腺癌生长缓慢，恶性程度相对较低，所以也被
称为“懒癌”。实际上，甲状腺癌有很多分型，从病理上
分类，甲状腺癌可分为乳头状癌、滤泡状癌、嗜酸性细
胞癌、髓样癌、未分化癌。乳头状癌是甲状腺癌中最常
见的类型，其恶性程度比较低，以年轻女性常见，临床
表现为甲状腺部位结节逐渐增大，早期可出现淋巴转
移。

甲状腺癌的常规治疗方法有手术治疗、内分泌治疗、
放射性核素治疗等。近年来，不开刀的甲状腺结节热消

融术受到热捧。它是指在超声的实时引导与监视下，将
一根特制的消融针经皮肤插入甲状腺结节内，针尖可以
使甲状腺结节加热，利用热量将结节“烫死”，被“烫死”的
结节术后会逐渐萎缩，被人体吸收，从而达到缓解甲状腺
结节症状的目的。

但对于甲状腺癌来说，热消融术不作为常规治疗方
式推荐。其仅适用于高龄、有基础性疾病、身体不能耐受
手术及极度抗拒手术等人群。

术后可正常生育

甲状腺癌是所有癌症之中存活率和治愈率最高的癌
症之一。目前，我国甲状腺癌5年生存率为84.3%。

甲状腺癌术后，患者可以正常生育。但在备孕前
要先复查全身情况，看肿瘤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再检
查激素水平，分泌是否达到正常水平。建议手术一
年后身心都恢复了再怀孕。怀孕期间，除了进行常
规孕检外，还要每月查一次甲状腺功能，根据检查结
果，及时调整甲状腺激素的使用量，确保孕妇胎儿正
常代谢。

“甲状腺癌规范治疗后绝大部分不影响生活质量、不
影响生存时间。”侯晋轩提醒，大家要定期体检，如果体检
报告显示有甲状腺结节不要慌，体积较小的良性结节，一
般无需处理，定期随访即可。只有体积较大的结节，出现
了压迫气管食管，导致呼吸、吞咽困难或是高度怀疑恶性
时，才考虑手术切除。虽然甲状腺癌有部分分型比较凶
险，但是大部分患者经过手术治疗后愈后良好，不影响生
活质量和寿命。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雯洁、通讯
员闫利琴）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时
节。12月21日，湖北省第三人民医
院中医科主任胡东辉介绍，从中医角
度，治疗应以调治肺脾两脏为关键，
宣肺解毒、止咳化痰、益气醒脾为要
点。

观察流感患者人群，胡东辉将
临床表现归纳总结为两类。第一类
为病邪侵犯中上焦，以呼吸道症状
为主，表现为咳嗽、咳痰、发热、咽
痛、肌肉酸痛等；第二类为病邪直
中中焦，以脾胃消化系统症状为
主，表现为困倦、呕吐、腹泻、身重
为主。

“肺司气，主呼吸，是气体交换
的重要场所。”胡东辉介绍，一旦各

类病原体侵袭肺脏，肺脏有所损伤，
里面的微丝血管、肺泡等地方，就会
存在痰液、瘀血阻滞，肺泡就不能跟
之前一般玲珑剔透，影响气体交换，
就会出现咳嗽、喘憋等症状。一般
在温和的环境下，肺叶舒展，虽然呼
吸功能受损，但是咳嗽、喘憋症状尚
不明显，但是一旦气候变化或者感
受风寒，肺叶收缩，就会使肺泡瘀堵
严重，就会咳嗽、喘憋加重，甚至发
热。

此外，脾胃为中焦气机升降之枢
纽，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损伤则中气
下陷、痰湿内生、土不生金，故而乏力
身重、呕吐泄泻、气短痰多、易感外
邪。所以，调理好肺脾，才能更好抵
御流感。

调治肺脾防治冬季流感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雯洁、通讯
员张晓美、丁燕飞）鱼刺卡喉，不少人
第一反应便是喝醋、吞饭咽下鱼刺。
近日，黄冈一老人用“土方法”险些丧
命，最后不得不手术将这枚“刺客”从
肺动脉取出。

81岁的王奶奶前不久进食不小
心吞了根鱼刺，便立即喝醋咽下，可仍
觉得喉咙刺痛。忍了两周后，家人觉
得不对劲，带她到当地医院就诊，结果
胸部CT发现，鱼刺状异物刺入食管
内，已穿透食管壁及左肺动脉主干。
王奶奶一家紧急赶赴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求医。中南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周雪峰接到急诊后，立刻对老人进行
全面评估，鱼刺扎入肺动脉长达3厘
米深，很有可能引起肺动脉破裂大出
血危及生命。

12月19日，医生为王奶奶在胸
腔镜下进行鱼刺取出手术，小心翼
翼地用异物钳精准夹住鱼刺的一
端，缓慢将其从食管壁内拔出。该
鱼刺不像普通的一根主刺，而是分
成“三道叉”。当看见三叉鱼刺在肺
动脉毫厘之距缓缓取出时，在场所
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术后，患者平
安回到病房。

“因一根小鱼刺，做了一场大手
术的例子不在少数。”周雪峰介绍，喝
醋、吞饭团或菜叶子，这么做可能加
剧伤害，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正
确做法是应尽快就医，让专业医生处
理。

很多人好奇卡了鱼刺看什么科？
专家提醒，一般来说，小鱼刺在咽喉部
还没下去，看耳鼻喉科；鱼刺进入食
管，去消化内科；大鱼刺已进入食管，
且胃镜取出可能存在极大风险时，就
诊胸外科。

误吞鱼刺扎进肺动脉

“刺客”在喉喝醋吞饭不可取

荆楚楷模

主办：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记者手记

楷模名片

仙桃少儿阅读推广人黄敏投入百万元自购10万册图书——

书香伴童年“万卷”润童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曹雯 通讯员 何晓澜 张丹妮

黄敏，仙桃市实验小

学语文教师。她创办了全

省藏书量最大的儿童公益

图书馆和公益阅读推广组

织——万卷童书，累计投

入近 100 万元采购 10 万多

册图书，确保2处借阅点常

年向社会免费开放，线上

线下服务读者 20 万人次。

今年，黄敏获评“荆楚楷

模”季度楷模。

她用双手为孩子们建造起了
这一方阅读的“热土”，让浓浓书
香飘进千家万户。

她用热忱为孩子们点燃了这

一盏盏暖心“心灯”，把“诗和远
方”照进孩子的梦。

十余年，近百万元，十万余册
图书，黄敏用柔弱的双手，为孩子
们系好遨游书海的“第一粒扣子”。

是什么让她不计回报、无私
付出？采访中，她给出了答案
——

也许，是孩子们专注求知的
眼神、阅读时扬起的灿烂笑脸；

也可能是，孩子们被书香浸
润后的，如花朵初绽般的旺盛的
生命力。

信息时代，正是无数如黄敏
一样的师者，坚守育人初心，通
过文字的力量，为孩子们的心灵

“充电”，带领他们探索生命的无
限可能。

一路芬芳 一路阳光

“幼而学者，如日出之
光”。

12月18日，走进仙桃
市万卷童书阅读推广服务
中心，明亮温馨的房间内
摆放着整齐的书架，各类
图书应有尽有。刚放学，
就有不少学生前来看书。

“绘本能够很好地提
高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就
像启迪孩子探索世界的

‘一扇窗’。”仙桃市实验小
学语文教师黄敏从 2008
年开始，自费购买各类儿
童读物，逐渐搭建起了这
样的一方阅读“殿堂”。从
自家一楼改为图书馆发展
到如今，万卷童书阅读服
务中心四层楼已有价值百
万的童书为社会免费提供
借阅。同时，为更好地引
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增强他们的阅读能
力，黄敏又利用自己的休
息时间推出儿童阅读公益
课，在仙桃掀起了一股亲
子阅读的热潮。

仙桃市老城区解放街内一座不起
眼的小楼内，各类书籍堆放得满满当
当，来访的客人几乎无法下脚。

说起自己收藏的图书，黄敏如数
家珍：“自然科学、科普类的比较受欢
迎，文学、散文类也很多人看……”

“这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她介
绍，起初，买书是为了自己的大儿子。
那时，他刚进入小学，阅读时总是存在
着漏字、跳字或者加字，认字与记忆字
也都十分困难。

试过很多办法无果后，黄敏和丈
夫发现，儿子会跟着小伙伴一起读
书。于是，她开始研究童书、购买童
书。为给儿子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
围，黄敏还热情地邀请周围的孩子们
都来家里读书。

当时，国内童书市场初兴，很多家
庭并没有童书阅读习惯。许多孩子们
平时很难接触到这么多“好看”“好玩”
的书，经常看得入了迷，久久不愿离
开。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阅读喜好，
家里的书也越买越多。

“我看到了很多孩子对阅读的喜
爱，这让我十分触动，更想做些什么。”
她说。

黄敏注意到，大儿子和小伙伴们

坚持阅读后，不仅知识面得到了拓展，
学习能力也有所提升，这愈加坚定了
她想要推广儿童阅读的决心。

于是，黄敏取“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中的“万卷”，腾出自家一楼，改建
成了方便对外开放的万卷童书馆。

她的善举引发更多市民关心、关
爱童书阅读。自发组建的志愿团队成

员们，有的捐书，有的免费授课，还有
的出力，整理摆放书籍，共同守护孩子
们的阅读兴趣之花。

2018年夏天，在仙桃市委宣传部、
市委文明办支持下，黄敏注册成立了万
卷童书公益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中心，
仙桃市教育局为万卷童书提供了一处
新的场地，正式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家门口”的儿童公益图书馆

黄敏和丈夫都是工薪阶层，家庭
年收入不超过7万元。

但她买书的大手笔着实有些“惊
人”——翻开她手机上的网购记录，
2023年以来已经花去购书款近10万
元。她粗略汇总15年来买书花费，高达
100万元。

为了省出更多的钱买新书，她和家
人商量，除了必需的学费、生活费，家里
的一分一厘全部投入到万卷童书馆，因
此她和丈夫好几年都不买新衣服、新

鞋子。
一双30元的凉拖鞋，她穿了3个

夏天，鞋底都磨秃了还舍不得丢；一辆
旧车，开了十几年，几乎就要报废，出
远门只能找人借车；小儿子一直穿的
都是好心人捐赠的衣服，今年才第一
次穿买的衣服……

为节省购书开支，她牢记各电
商图书打折节点，上闹钟、“拼手速”，
只为抢到更优惠的新书。“这个平台
晚上 12 点，不定期发放 300 减 100

的优惠券，这样又可以省出几本书
来……”

“在买书上大方了，过日子只能小
气。”她笑得十分坦然。

然而，这些还是远远不够支撑服
务中心的运营，黄敏深知，要想保障阅
读点的常年开放，就必须有源源不断
的新书和维护管理人员。于是，她又
说服家人，卖掉了一套房子，用来充实
购书资金、聘请专职管理员、开展公
益阅读活动。

“特殊的日子，我们一起慢慢
度过，杨柳总会发芽，花儿总会开
放，春天总会来。”

这样灵动又充满希望的诗
句，都来自黄敏的学生。

2020年疫情期间，黄敏坚持
开设公益阅读写作网课，用阅读、
诗歌陪伴孩子们，并鼓励大家写
诗把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

孩子们的诗句打动了南京知
名图画书作家刘洵，帮助她们出
版了这本《春天总会来的》，为这
段特殊的日子留下纪念。

黄敏告诉记者，参与写作的
32位孩子中，最小的年仅8岁，最
大的14岁。

如今，这些孩子不仅学习成
绩有了很大的提升，还有的怀抱
着写作的热忱，渴望长大以后成
为一名真正的作家。

她记得，自己有一名学生小
许，家境十分困难。父亲在外打零
工艰难度日，妈妈没有工作，家
中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需要她
照顾。

那段时间，小许交上来的作
文和阅读心得字里行间都是对于
生活的绝望。

黄敏立刻注意到，并悄悄将作
家徐鲁所著的《旷野上的星星》递
给她，希望能够通过作者的善意和
爱意鼓励她感受真实的美好。

这本书，就像一束光照进了
小许灰暗的人生。她开始如饥似
渴地阅读，通过提交心得的方式，
倾诉心声、交流体会。

黄敏也特意为她添置了一个
“徐鲁”角，把他所有的著作买
回。小许也更加努力地学习，如
今已被武汉纺织大学录取。

此外，她的大儿子也通过阅
读拓展了对各学科的兴趣，最终
成功考取济南大学，同一批开始
阅读的孩子们也考上了复旦大
学、武汉大学等高校。

“我觉得，大概我是被时代选
中的那个人，有义务带领着孩子
们在这个‘最好的时代’潜心阅
读，找寻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
值。”她说。

“我觉得，自己是被时代选中的那个人”

卖房购万卷书投入公益阅读

12月18日，黄敏在仙桃市万卷童书阅读推广服务中心
进行儿童阅读公益课授课。（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曹雯 摄）

年轻女性相对多发

查出甲状腺癌莫恐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雯洁 通讯员 张翼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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