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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界 上 没 有 哪 种

‘运动理论’是万能的！”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肿瘤专业）主任、南京

军区福州总医院肿瘤科欧

阳学农教授说，不少肿癌

患者在确诊后，青睐于运

动健身来提高免疫力，但

肿瘤患者应全面检查身体

之后，根据个人生活方式、

身高体重、年龄、日常消

耗、个人体质等，在专业

医生指导下，选择适合自

身的锻炼项目和强度。

许 多 癌 症 患 者 会 有

数月甚至长年挥之不去

的疲乏感，如果进行快走

或骑车等有氧锻炼，能够

帮助消除这种疲劳感。但

是，锻炼身体时必须掌握

好运动量，既要使身体各

部分都得到最充分的活

动，又不能使身体出现缺

氧。如果出现体温过高、

病情复发或某些部位有

出血倾向时，应停止锻

炼，以免发生意外。以肺

癌患者举例，锻炼到自我

感觉舒服时就可以结束，

不可因感觉良好而贪多，

导致精神疲倦。

长期过度超负荷运动

会损伤骨骼肌肉，损伤智

力，增加心脑血管及心肺

功能疾病，还会削弱免疫

系统，造成青少年贫血、

女性月经失调、肾功能受

损、视网膜脱落以及加速

人体衰老等不良影响。如

何判断超负荷运动呢？

首先，是自我感觉，

如果运动时出现轻度呼吸

急促，感到有些心跳加快、

周身微热，运动过后全身

有轻松愉快的感觉，这表

明运动适量；如果运动时

呼吸困难、头晕目眩、大

汗淋漓、心跳急促，运动

过后全身沉重得不想再挪

步，那一定是运动过度了。

其次是心率，运动使

心率增快才能达到锻炼效

果，但运动过程中一般要

保 持 心 率 在 150 次 /min

以内。超过这个心率，机

体各脏器就会缺氧，锻炼

反而变得有害无益，就属

运动过度了。

不同瘤种患者应采取不同锻炼方式
▲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肿瘤科  吴志

日前，全国鞘内泵置

入及培训中心、南京军区

福州总医院肿瘤科专家为

1 例晚期肝癌患者成功施

行鞘内埋入式药物输注系

统置入。患者为男性，67

岁，2 个月前被确诊晚期

肝癌伴腹腔多个转移灶；

疼痛范围广泛、程度剧烈，

常规药物止痛效果不佳。

体内置入鞘内埋入式药物

输注系统后，患者感觉镇

痛效果良好，且无感染等

并发症。据统计，该中心

已完成两百余例鞘内埋入

式药物输注系统置入术。

手术置入鞘内埋入式

药物输注系统时，全套设

备 置 入 体 内， 镇 痛 泵 外

形如火柴盒般大小，重约

50 g，手术创伤小，并可

根据患者疼痛程度调节给

药剂量；电动马达驱动蓄

药盒中药物经导管进入身

体，直接作用于疼痛－神

经传导通路，镇痛药物用

量少、不良反应轻；除充

入吗啡、局麻药治疗疼痛

外，还可充入缓解痉挛甚

至化疗药等。

临床上，当口服吗啡

类药物不能充分控制疼痛

或因不良反应而无法耐受

治疗时，运用鞘内埋入式

药物输注系统将镇痛药物

直接传送到鞘内，可达到

良好镇痛效果。研究数据

显示，通过这条“高速公路”

鞘内给药，1 mg 吗啡的镇

痛效果相当于 300 mg 口服

吗啡剂量，可进行精确控

制，提供长期连续性或间

歇性的疼痛控制通路。

“癌痛是癌症患者最

为恐惧的症状之一，甚至

30% 患者在剧烈疼痛中离

世。”南京军区福州总医

院肿瘤科副主任解方为介

绍说，目前鞘内镇痛是癌

痛等慢性顽固性疼痛介入

治疗的有效方法之一，被

用于各类神经源性、伤害

性及混合性癌痛和非癌痛

的治疗，在全球范围受到

广泛认可。鞘内镇痛具有

用药剂量小、创伤小、操

作简单、患者耐受性好、

并发症少、镇痛效果显著

等优点。

（供稿  吴志）

手术置入鞘内埋入式药物输注系统治疗顽固性癌痛

置入止痛药“高速公路”有效缓解癌痛

关于运动与癌症的

研究已有诸多报道。近

日，德国雷根斯堡大学

Schmid D 等报告的研究

显示，癌症诊断前或后

进行体能活动，与乳腺

癌和大肠癌生存者死亡

风险降低相关。（Ann 

Oncol.  2014 年 3 月 18

日在线版）

德 国 Charité 医

学中心 Sturm I 等报告

的研究显示，舞蹈对于

治疗癌症相关性疲乏或

是一个合适的、有效的

手 段。（Support Care 

Cancer.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线版）

研究表明，运动有

助于预防和治疗癌症。

但运动真的可防癌、抗

癌 吗？ 为 何 许 多 运 动

健将如加拿大路跑选

手泰瑞·法克斯、美国

自行车赛手兰斯·阿姆

斯特朗等，也会患癌？

究竟该如何运动才能

有效防癌？

目 前 很 多 防 癌 运 动

为了便于操作，都会标注

时间，其实这个时间只是

参考数值，没有必要奉行

不悖，可根据自身情况灵

活调整。例如，肿癌患者

每天运动半小时有利于

健康，这个“半小时”其

实就是个大体的时间概

念，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运动难度等不可能完全

一样，相应的运动时间也

没必要一定是“半小时”，

只要锻炼的效果达到了，

有助于延长生存期就可

以了。 

不 同 类 型 的 肿 瘤 患

者应当选择不同的锻炼

方式，告别相同的运动

“频率”。

☆呼吸系统肿瘤（主

要是肺癌）患者可通过吹

气球或做腹式呼吸，来恢

复或增强肺功能。

☆运动系统肿瘤（如

骨癌）患者往往因病情做

过截肢手术，术后锻炼应

以恢复运动功能为目的。

☆消化系统肿瘤（如

胃癌、肠癌、肝癌）患者

的锻炼则应以适应新的

生活习惯为目的，可通过

适量运动改善消化功能。

☆ 乳 腺 癌 患 者 在 术

后更应早期进行肢体功

能锻炼，尽快恢复患侧肢

的关节、肌肉功能。

对 于 肿 瘤 手 术 后 患

者来说，运动还能避免

其长期卧床造成肌肉萎

缩、关节僵直或组织器

官功能退化。如恢复良

好， 无 禁 忌 症， 散 步、

气功、太极拳，或是做操，

慢跑等都是非常不错的

选择。而放、化疗之后

的患者，锻炼也没有太

多的限制，如身体情况

允许，应尽早开始锻炼，

强度可逐步加大。但白

细胞降低时，应当暂停

运动。

量“癌”设计“运动图”没有万能防癌
“运动理论”

3 月 26-29 日， 欧 洲 肿 瘤 内 科

学会（ESMO）和国际肺癌研究协会

（IASLC）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欧洲肺癌

会议（ELCC）于瑞士日内瓦隆重举行，

与会者分享和交流了肺癌基础、临床和

转化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报下期将对本

次大会进行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