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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8 岁的陈老太（化名）是杭州余杭人，

平时最爱吃柿子。前阵子正是柿子上市的时节，孝顺

的儿女们像是约好了似的，整箱整箱地送柿子来。看

着个个圆润饱满、色泽红润的柿子，陈老太欢喜极了，

每天能吃十来个，而且连皮带肉一起吞下肚子。

大约这样吃了 2 个星期，“后遗症”逐渐显现出

来：腹胀、恶心、呕吐。家人不明所以，连忙把陈老

太送医，B 超发现她胃里有个近 10 公分大的“胃柿

石”。

当地医院考虑到陈老太年龄大，且合并高血压、

脑梗死的病史，胃镜有一定的风险，建议陈老太保守

治疗，每天喝2瓶500ml的可乐进行融石。

老太太连喝七天可乐融石
喝可乐能治病？陈老太将信将疑地回家了。

孝顺的儿女们立马买来成箱的可乐，陈老太谨

遵医嘱，每天把可乐当水一样“咕嘟咕嘟”喝进去。

4 天后，腹胀、恶心的症状有所好转，她满怀期待地

去医院复查，发现胃柿石变成了 2 块，大的 7 公分，

小的3公分。

于是，陈老太继续回家喝可乐。

可 3 天后，她再次出现腹胀、呕吐的症状，同时

出现了剧烈的上腹疼痛，家人连忙将她转到当地另

一家医院，胃镜发现胃里充满了喝下去的可乐，还有

多处糜烂和溃疡，一个黄黄的柿石“顽强”地卡在狭

窄的十二指肠球部，正好把胃的出口堵住了。

当地医院尝试内镜下取石没有成功，和家属交代

要进一步做外科手术。儿女们考虑到老太太年龄大，

基础毛病多，再加上十来天没有进食，身体十分虚弱，

决定将陈老太送到杭州市一医院消化内科就诊。

取“石”之路苦难重重
接诊的是市一医院副院长、消化内科专家张筱

凤主任医师。她加急给陈老太安排了腹部 CT 进行

评估：胃腔内充满了液体，一个3公分大的柿石卡在

十二指肠球部，其他肠段未发现柿石。

于是，她先给陈老太放置了胃管，安排医生每天

从胃管里打进去 1L 可乐，过一会儿再把可乐吸出

来。“陈老太的胃石已经卡在十二指肠。”张筱凤解

释，“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继续缩小胃石体积，且

免得因为可乐流不下去而导致急性胃扩张。”

2天后，张筱凤为陈老太做胃镜检查的同时尝试

直接用活检钳和网篮取石，不过也没成功。她借用了

进行胆胰内镜时使用的胆道扩张探条，在柿石上钻

孔，并从裂孔中打了50ml可乐，柿石表面因此出现了

裂纹，变得脆弱。再次用圈套器成功将柿石打碎，最

终从十二指肠里取出一盘十多枚的小柿石块。

3天后，陈老太顺利出院。

秋冬时节是胃石症高发季
“柿子虽然口感脆爽可口，营养价值丰富，但多

食往往无益：不仅干扰微量元素的吸收，还会影响食

欲，甚至形成胃柿石。”术后，张筱凤对陈老太的家属

如此解释。

每年秋末冬初都是胃石症的高发季节，其中老

年人居多。柿子果肉中富含的鞣酸易和蛋白质结

合，生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沉淀在胃内，果胶、

树胶遇酸可发生凝结，将柿子皮、柿核、植物纤维等

粘合在一起形成凝块，经胃的机械运动后形成巨大

团块状、质地坚硬的胃柿石。老人和既往有消化不

良、胃轻瘫、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或做过胃部分

切除手术的人群患病率更高。

除了柿子以外，食用过量的黑枣、山楂、石榴等

也可以形成胃石，尤其是未成熟果实及果皮中鞣酸、

果胶含量较高，空腹食用时在胃酸作用下形成坚硬

的结石。

张筱凤介绍，胃石的临床症状无特异性，轻者可

无症状，仅仅在体检行胃镜检查时发现；有些患者具

有明显的上腹部饱胀、嗳气、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

呕吐物中往往含有碎裂的柿石。

有些胃石患者由于长时间得不到诊治，加上石

头反复摩擦、压迫胃黏膜，可导致溃疡、出血，甚至穿

孔等严重情况，当胃柿石通过幽门移位进入小肠时，

可导致肠梗阻甚至肠穿孔，从而危及生命。

因此，一旦过量进食了柿子、山楂、黑枣等食物，

同时出现了上述症状，需要警惕是否出现胃石，最好

能尽早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病情。

本报记者 何丽娜 通讯员 王文婷

喝可乐融石？可把88岁老太太给折腾坏了
每年秋末冬初都是胃石症的高发季节，这些人群要格外注意

“你们大胆试，有什么风险我自己担。”定下手术

方案后，方先生对着医生一字一句郑重说道。他说

话时显得有气无力，但他的眼神非常坚定。

方先生是慢性乙肝患者，20 年前进展为肝硬

化，然后在今年8月查出肝癌，在他52岁的生命里，

大半时间都在跟肝病作斗争。在这场持续的“拉锯

战”中，他虽没能逆转疾病的进展，但为了争取更长

的生存时间、更好的生活质量，他始终没有放弃。

面对高难度手术，他用一句语气乏力而眼神坚定的话表达求生欲——

你们大胆试，有什么风险我自己担

明明是早期肝癌
却因凝血功能差做不了手术

方先生是个朴实的农民，自年轻时得知自己患

有严重肝病后，他一直很注重健康，好好吃抗病毒

药，定期复查。“3 个月前查出肝癌我是有心理准备

的，毕竟肝硬化 20 年了。”方先生起初是坦然的，况

且发现得早，肿瘤才2厘米大小，他并不觉得情况太

糟糕。

然而，人体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病情根本不像

他想的那么简单。按照诊疗规范，对于这种小于3厘

米的肝癌，首选外科手术或是热消融治疗。可方先生

的检查结果却不容乐观，他的肝功能很差，血小板不

足3万。要知道，正常成年人的血小板值大于10万，

再低也得大于5万手术才相对安全。面对凝血功能

如此差的方先生，医生却步了，经反复评估，最终选择

了相对安全的肝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治疗。

这种局部化疗是种姑息性治疗，对肿瘤的杀伤

力有限。果然，3 个月后复查，此前的化疗只杀灭了

肿块中心的癌细胞，周边癌细胞仍在活动，并继续滋

长。手术或是消融，依然是挽救方先生生命的最有

效手段。

现实很残酷！如果冒险积极治疗，一旦发生出

血，他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如果不再干预，那么癌细

胞将快速扩散而命不久矣。面对两难选择，方先生

毅然做出了决定：接受手术。孩子们虽已成年，但都

尚未成家，只要他在，总归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如果能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结婚生子，那将是他人生

最大的幸福。

辗转多家医院遭婉言拒绝之后，方先生抱着最

后的一丝希望找到杭州市西溪医院。

医患协作冒险手术
人工腹水妙用一举三得

肝病科、肿瘤科、外科、放射介入及超声介入等多

学科组成MDT专家团队，一遍又一遍为方先生研究

治疗方案。先是内科治疗，希望通过药物帮他改善肝

功能、升血小板，但效果不明显，尤其是血小板值到3

万多点就上不去了。而癌细胞在一天天疯长，针对性

治疗已不能再耽搁。况且他本人要求积极治疗的意

愿非常强烈，于是医生决定为他冒险一试。

一个多星期前，方先生被推进手术室，如愿接受

了“人工腹水辅助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术”，为他手

术的是超声介入亚专科负责人刘德林医生。

“微波消融，就是将微波针刺进肿瘤，然后加热针

尖将肿瘤热死。而超声引导则是为了扎针更精准，以

尽可能减少对正常肝脏组织的损伤。”刘德林说。这

样微创绿色的手术，他们团队平均每个月都要做十来

例，但只有没血管侵犯和转移、单发直径小于5厘米、

多发（3 个以内）直径小于 3 厘米的肝癌患者才可以

做，尤其是对单发直径小于3厘米的肝癌，临床实践

已证明其5年生存率与外科手术相当。

同样是为了减少手术可能对患者造成的损伤，

人工腹水是该院的一大亮点。方先生的肿瘤长在右

肝上叶，靠近膈肌，很可能被微波针放出的热浪灼伤

甚至是灼穿，会给他带来长期胸腔积水甚至是胆汁

跑到气管，如果不进行手术修补，则会长期咳嗽。而

所谓的人工腹水，就是在手术时将生理盐水打入患

者腹腔，一来将肝脏与其他器官分离让显影更清晰，

二来可降温隔热以保护膈肌不被灼伤，三来术后将

人工腹水引流至体外时能通过颜色查看有无发生内

出血。

好消息！方先生的手术很顺利，术后观察也没

有出血，没有了癌细胞的侵袭，他的身体恢复得很

快，术后第三天就出院回家了。

离开医院的时候，他90度鞠躬向西溪医院肝病

多学科团队的医护们致谢。但大家都觉得他更应该

谢谢自己，是他的定期随访及早发现了肝癌，是他的

坚持积极治疗给了医生手术的机会和勇气。

本报记者 何丽娜 通讯员 曹韵洁 金薇薇

钱江晚报联合杭州市西溪医院送出 300 个免费

肝脏健康筛查名额，分别是丙肝抗体免费筛查 150

个、高敏乙肝DNA免费检查

150 个。有需要的读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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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林医生在手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