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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皮肤白净，身材高挑，一头乌黑亮丽的披肩长

发，即使穿着校服也难掩她青春靓丽的气质。17岁高二女

生小熙（化名），不仅颜值在线，而且弹琴、主持等才艺俱

佳。先天的优势再加上后天的培养，她走艺考这条路应该

是妥妥的。

然而，小小的指甲却让一家人在这件事上一筹莫展。在

小熙纤细的十指指尖，每一个指甲都坑坑洼洼，好几个泛着灰

褐色，还有的局部增厚，简直不忍直视。

“皮肤科医生说是灰指甲，用了很多药，外涂的，内服的，

可怎么也好不了，因为她老是去咬。”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

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联合门诊方妍彤医生的诊室里，小熙

妈妈满面愁容，却还有些不好意思将女儿的事说出口。

花季少女为何会染上爱咬指甲的“恶习”？母女俩在诊

室里的一番“争吵”，将问题暴露无遗。

咬指甲想缓解焦虑
三个月后判若两人

小熙咬手指甲显然是想缓解内心的焦虑，但她的焦虑又

缘自于哪里呢？方医生从几个方面做了分析。

一是学业的压力。小熙从小动作慢，虽然很努力，但成

绩并不是很优秀，小学、初中学业难度并不是特别大，靠后

天的努力补习能维持在中上水平，而到了高中，尤其进了重

高，强手如云，光靠努力不足以维持原来的学业水平，当落

差太大时自然而然产生焦虑。

二是家庭的压力。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希望小熙走

艺考这条路，却不知道孩子其实并不太喜欢文艺，还有在高中的

选择上也是如此。然而，当遇到问题时，却只是一味埋怨和指

责，不懂得给予鼓励和关爱，从而使得孩子的焦虑感倍增。

三是个人的因素。小熙内心敏感细腻，看人对事比较极端，

缺乏问题解决的能力，凡事都以外界的标准衡量，不够自信。

鉴于以上因素，再综合病史、体格检查、心理测评等，方

医生诊断，小熙得的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共患焦

虑障碍。

“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在不同时期干预的目

标是不同的，就小熙的情况，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学业压力。

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药物改善注意缺陷，提高学习效率，另

一方面通过1对1补习查漏补缺。”方医生说。

如果可以的话，她愿意与小熙的老师沟通，给到孩子更

多的鼓励。

而在此基础上，家长当然也需要做一些改变，和孩子一

起做心理咨询，改善亲子关系，尊重孩子，给孩子自由的空

间，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如今，距离小熙母女在诊室“争吵”已过去3个月，在家长、

老师和同学、医生的共同帮助下，她已判若两人。灰指甲改善

了，新指甲正在慢慢长出来，她的月考成绩也较前提高了⋯⋯

医-校-家-社
是围绕孩子的一个个“同心圆”

困扰小熙一家多年的问题之所以能得到快速解决，得益

于“同心圆”计划。这是2019年4月由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

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联合门诊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

“如果说一个孩子是一个圆心，那么围绕着他/她转的肯

定不止家庭这个圆，医生、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以及生活的社

区等，都是围着孩子转的同心圆。其实很多生病的孩子并不

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非常需要有人拉一把，而各个同心

圆上的人可以从不同方向为其助力。比如，提

高老师对这类似孩子的鉴别能力，可以帮

孩子及早发现问题并进行科学干预；提

高老师与家长的沟通能力，以一种家

长能接受的方式把相关信息传递给

对方；合理用好社区的场所，让暂时

去不了学校的孩子有个缓冲的地方

⋯⋯”杭师大附院党委书记、心理学

博士骆宏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记者 何丽娜 通讯员 吴泽宇 杨蕾

花季少女
把十指咬得不忍直视
全家人崩溃：
即将艺考怎么办？

如何找对就诊科室找对医生？
找一位有经验的，不如选择MDT

一旦怀疑有肿瘤，就诊顺序请先内科后外

科。不要以为肿瘤一切了之，急着找外科医

生。因为肿瘤的分型，早、中、晚期的判断，内科

医生往往更有经验。

具体找什么内科，就要看肿瘤的具体部位

了。比如是肺部有结节，先找呼吸系统专家，而

不是找胸外科医生。

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该怎么选？可以用一

句话概括：初诊治，挂普通；检查全，看专家。为

了提高沟通效率，资料不但要全，而且要归类好。

肿瘤治疗，无论是患者和家属，往往十分

“谨慎”，比如会选择好几位“有经验”的专家去

一一咨询。但医疗界给出最好的答案，是选择

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模式（MDT）。

现在不少医院有这样的门诊科室。这个模

式是由多学科资深专家以共同讨论的方式，为

患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的过程，尤其适用于

癌症等复杂疾病的诊疗。在 MDT 模式中，患

者在治疗前可得到由内外科、影像科及相关学

科专家等组成的专家团队的综合评估，以共同

制定科学、合理、规范的治疗方案。只要找到有

规范化 MDT 治疗模式的医学中心，就有助于

找到较佳的治疗方案。

如何认定好的治疗方案？
所谓新疗法不如先遵从指南

张煜医生吐槽的其中一点是医生在癌症治

疗中是否遵循指南的问题。

不可否认，癌症治疗是目前“循证医学”治

疗的典范。所谓“循证医学”，就是所有治疗都

要基于证据，而证据就是既往已经进行的随机

双盲临床研究，经过研究认证的治疗模式，才是

有效并且可以推广的治疗模式。

而治疗指南，相当于是有证据的治疗模式

的集大成者，通过指南的规范，使得癌症治疗有

据可依，有章可循。因此，治疗指南的推广，是

癌症规范化治疗最重要的一步。

针对目前有规范指南界定的治疗，理解并

遵从指南是考验癌症治疗是否合规的重要层

面。特别是患者术后治疗或初始治疗，往往指

南上都有最明确的方式，在治疗时跳出指南去

进行所谓“个体化治疗”，往往不规范且不会给

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即使医生所采取的新治疗策略，也必须基

于各种医学研究进展，而不是自创的所谓新疗

法。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新的治疗方式，在

医疗机构中，是采用临床试验的方式进行的。临

床试验在开始之前，需要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

层层审批，使患者完全获益的方式才能进行。

如何评估基因检测？
可能只是大海捞针

在张煜医生的文章中，诟病很多的是给患

者推荐的基因检测问题。花费很多做的基因检

测 ，尤 其 是 目 前 开 展 更 多 的 所 谓 二 代 测 序

（NGS）基因检测，究竟是不是对治疗有帮助？

其实基因检测背后，是医学对疾病认识的

跨越式进步。

离开基因检测，许多全新肿瘤的治疗方法

都是空谈。但也需要知道的是，基因检测需要

针对具体的瘤种，跟相应的治疗阶段和现有的

药物治疗谱来界定，否则可能只是大海捞针。

是否尝试细胞免疫治疗？
目前不成熟但已露曙光

从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到本次的“张煜

医生事件”，被吐糟最多的就是细胞免疫治疗。

只是“魏则西事件”中的 DC-CIK 治疗，被换成

了 NK 细胞治疗。这使得大家对细胞免疫治疗

产生了谈虎色变的印象，既然价格昂贵，还没有

疗效，是不是细胞免疫治疗就可以从历史舞台

中消失了？

然而答案是否定的，细胞免疫治疗目前虽

然还不成熟，但却是未来治疗癌症的里程碑式

跨越，其使用的方法和针对的疾病也在不断扩

大中。但总体来说，目前细胞免疫治疗更多还

是基于临床研究阶段。

本报记者 张冰清

北京医生实名揭露肿瘤治疗黑幕

我省专家

最近，北医三院张煜医生实名揭露肿

瘤治疗黑幕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4 月 2 日，张煜在某社交平台公开质

疑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生陆巍诱骗患

者治疗，致其生存期明显缩短，家属花了常

规治疗10倍以上的费用。一时间，肿瘤的

规范治疗成为大众和业内热议的话题。

一旦确诊恶性肿瘤，患者和家属往往

会陷入手足无措的局面。医患信息不对称

的现实下，患者和家属应该如何进行治疗，

治疗过程中有哪些陷阱需要规避？

钱江晚报邀请了浙大二院肿瘤内科陈

佳琦副主任医师，请他为大家指点迷津。

教你规避
教你规避陷阱

肿瘤，在今天，于医学界仍然是一个难题；于患者，则是一场灾难。

每一位患者都经历过确诊后的手足无措、治疗中的忐忑不安，也

许，还绕过一些弯路，忍受着孤独。

即日起，钱江晚报征集肿瘤治疗故事。如果您愿意分享，可以扫描

以下二维码，添加医馆君微信。我们随时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