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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孙卉 本报记者 古瑾

有一种恶性肿瘤，除了头发
和指甲外，身体的任何部位，甚至
包括大脑、皮肤、骨髓，都可能发
生，这就是淋巴瘤。

淋巴瘤是一种起源于淋巴结
和淋巴组织的血液系统恶性肿
瘤，是近年来全球发病率增速最
快的恶性肿瘤之一，且发病呈年
轻化、城市化趋势。应对淋巴瘤，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最关键。

今天，江大附院血液科副主
任医师余先球，就为大家讲讲淋
巴瘤的那些事。

什么是淋巴瘤

全身的淋巴结和淋巴组织里
面的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健康卫
士”，淋巴细胞在免疫过程中发生
了恶变，让本该起免疫作用的淋
巴细胞变成了癌细胞，即形成了
淋巴瘤。

这非常可怕，因为这些癌细
胞等于是我们免疫系统的叛军，
不但让我们的免疫系统遭到破
坏，同时癌细胞还可以随着淋巴
系统全身跑，四处搞破坏，因此，
除了指甲和头发，身体的其他任
何部位都可能发生淋巴瘤。

哪些人
是淋巴瘤高危人群

1. 患有遗传型免疫疾病的
人；

2. 获得性免疫缺陷的人（如
艾滋病）；

3. 患自身免疫疾病，如类风
湿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艾滋病
等；

4. 病菌感染，如 EB 病毒感
染、幽门螺杆菌感染；

5.服用免疫抑制剂药物及器
官移植后等。

满足以上条件之一的人，属
于淋巴瘤高危人群。

淋巴瘤有哪些症状

说到淋巴瘤症状，常常因病
情和类型而异。

首先就是无痛性淋巴结肿
大，且大部分患者都是这样发现
自己得病的，常见于颈部、腋下和
腹股沟等。

不同类型的淋巴瘤还可能出
现其他独特的症状：如皮肤瘙痒、
皮肤破溃、肝脾肿大、骨痛等；如
果是发生在胃肠道的淋巴瘤，还
会有腹痛、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

状。不管哪里长了个肿块，都要
想到有淋巴瘤的可能。另外，非
淋巴瘤独有的症状包括乏力、体
重下降、发热、夜间盗汗等，也要
特别引起注意。

淋巴瘤能治好吗

不同类型的淋巴瘤的恶性程
度差别很大，大致上可以分为：惰
性、侵袭性和高度侵袭性。惰性
淋巴瘤跟慢性病差不多，而高度
侵袭性淋巴瘤就是那些“催命的
狠角色”。

惰性淋巴瘤诊断后不一定马
上就需要开始治疗，评估没有治
疗指征后可以观察等待。而侵袭
性淋巴瘤的治疗主要包括化疗、
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多
种方法，手术不是淋巴瘤的主要
治疗方法。霍奇金淋巴瘤治愈率
达 80%，而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的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治愈率也
高达60%。

很多人问，淋巴瘤四期了或
全身转移了，还有治疗价值吗？
血液系统是全身循环的，所以很
好理解淋巴瘤一发病就是全身性
的疾病，不存在全身转移一说，并
不是说四期或全身转移就等于病
情很严重，千万不要轻易放弃治
疗。

现在治疗淋巴瘤的手段不
少，效果也不错，再也不是过去淋
巴瘤=判死刑的年代。

淋巴瘤如何预防

淋巴瘤的发病机制复杂，与
自身基因突变、遗传、感染和环境
因素都有关。我们可以从改变生
活方式入手来预防淋巴瘤。

1.坚持锻炼增强体质。建议
每周进行 3-5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2. 注意劳逸结合。长期过
劳会拖垮淋巴系统，学会休息和
释放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
夜，不抽烟，不过量饮酒，均衡膳
食。

3.及时治疗慢性炎症。某些
细菌、病毒感染，常被认为是淋巴
异常的风险因素。遇到牙龈炎、
皮肤感染等应及时治疗，控制长
期慢性感染。

4.远离污染的环境和有毒物
质。新装修的房屋不要立即入
住，远离辐射，减少染发次数，少
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
等。

5. 进行定期体检，身体有不
适症状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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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牙不好，疾病满身
跑。”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
关，维护好口腔健康，对老年人全
身健康至关重要。

9 月 20 日是第 35 个“全国爱
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江大附院口腔科副主
任杨细虎，详细为大家讲解，如何
在口腔方寸之间，筑牢健康防线。

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

1.口腔自我清洁能力降低
口腔有自我清洁功能，通过

唾液将牙齿表面、舌及黏膜附着
的异物或细菌洗净排出，从而保
持口腔清洁。但高龄老人随着身
体机能的衰弱，唾液分泌量减少，
口腔内的自我清洁功能也随之降
低，所以日常有意识地对口腔进
行清洁是很有必要的。

2.龋病和牙周病发病率增高
随着年龄增加，牙龈退化使

牙齿根部外露，容易引发蛀牙。
口腔内自我清洁功能减弱，也容
易滋生大量细菌，使部分老人易
患牙周病。另外，老年人免疫力
降低也是导致龋齿和牙周病发病
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3.牙齿修补和使用假牙的老
人较多

高龄老人中患龋齿和牙周病
的比例较高。如果不注意清洁口
腔，牙齿虽然进行了修补，但蛀牙
也可能继续恶化。使用假牙的患
者，如果不经常清洗假牙，假牙与
牙龈黏膜间也极容易滋生细菌。

4.味觉发生变化
舌头表面有味觉感受器——

味蕾。老年人由于口腔内自我清
洁功能降低，舌头表面易附着舌
苔，难以感知味道，味觉发生变
化。另外，偏食导致的营养不良
也是出现味觉障碍的原因之一。

5.口腔内干燥
老年人因咀嚼力降低或服用

相应药物，导致唾液量减少，口腔
内呈现干燥状态，引发龋病，引起
牙周病加重。口腔干燥也可能导
致细菌大量繁殖，引起口臭。

如何预防口腔问题

1.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早晚刷牙，餐后漱口和使用

牙线、牙缝刷等辅助清洁工具。
提倡使用巴氏刷牙法，重点刷牙
龈边缘和牙缝处的牙面，刷牙要
面面俱到，每次至少刷牙 2分钟。

刷牙后配合使用牙线或牙缝刷等
工具辅助清洁。

杨细虎提醒，使用含氟牙膏
刷牙是安全有效的防龋措施。但
牙膏不能替代药物，只能起到预
防作用，不能治疗口腔疾病。

2.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建议老年人控制每天食入糖

分的量及各种甜食摄入频率，进
食后须用清水漱口清除食物残
渣，在有效控制血糖的同时维护
口腔健康。

3.积极防治龋病
预防根面龋可采取局部用氟

方法，如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定期
到医院接受牙齿涂氟等。出现根
面龋应及时治疗。

4.牙本质敏感应及时到医院
诊治

牙本质敏感，指受冷、热、酸、
甜等刺激产生的短暂而尖锐的疼
痛。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使用刷
毛过硬的牙刷、刷牙用力过大、刷
牙方法不正确造成牙颈部釉质缺
损，或长期咀嚼过硬食物、夜磨牙
导致牙齿磨耗，或牙龈萎缩造成
牙本质暴露。

对于牙本质敏感的防治，建
议做到如下几点：①饭后漱口；②
减少酸性食物和饮料的摄入；③
进食酸性食物和饮料后不要即刻
刷牙，一小时后再刷牙；④选择合
格的牙刷，采用正确的刷牙方法，
避免刷牙时用力过大；⑤使用抗
敏感牙膏，如 4-8 周后无明显效
果，应及时就医。

5.定期洁牙维护牙周健康
由于老年人口腔解剖生理的

特殊性，口腔疾病发展变化快，口
腔自我修复能力减弱。因此，为
老年人提供定期检查、洁治等保
健措施对维持口腔健康必不可
少。

老年人应每半年至少进行一
次口腔健康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同时建议老人每年洁牙
（洗牙）一次，定期洁牙能够保持
牙周健康，预防牙周疾病。

6.及时拔除残根残冠、修复
牙齿

残根、残冠往往可能成为全
身感染的病灶，引起全身性疾
病。因此，老年人应该及时拔除
没有治疗价值的残根或残冠。此
外，松动、无功能的牙齿也需要拔
除。牙齿缺失或拔牙3个月后，要
及时镶牙，保持口腔牙列的完整，
恢复口腔基本功能。

7.每天清洁活动假牙
对于佩戴活动假牙（可摘义

齿）的老年人，应在每次饭后取出
活动假牙以软毛牙刷刷洗干净，
同时漱口、清洁口内食物残渣后
再行佩戴，夜间不戴假牙时应清
洗后放置清水中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