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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患者八九成由乙肝造成
专家敲黑板：乙肝早治，有望临床治愈

俗话说得好，“人体能健康，全靠肝来帮。”肝脏是人
体的化工厂，承担着代谢、解毒、转化、合成及免疫等重要
功能。然而，肝脏也是一个不存在末梢神经的“沉默器
官”，很多人因乏力纳差、尿黄、腹胀、下肢水肿等症状就
诊时可能已经发展成了肝硬化甚至肝癌，所以肝脏需要
我们的特别关注。今年3月18日是第25个全国爱肝
日，宣传主题是“中西医结合，逆转肝硬化”。记者采访鼓
楼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专家了解到，我国肝癌患者八九成
由乙肝造成，对于乙肝应当做到尽早、尽快治疗，有望获
得临床治愈。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吕彦霖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乙
肝病毒感染者总体约8000万左
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乙肝
发展为肝硬化，最终患上肝癌的
“乙肝三部曲”令不少人闻之色
变。感染乙肝是不是就意味着
一定走上肝癌之路？鼓楼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南京
大学病毒与感染病研究所所长
吴超指出，并不是每一个感染
乙肝病毒的人都会变成所谓的
肝硬化或者是肝癌。“大约有
50%~70%的人群是携带病
毒，不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
大概 30%以上的乙肝病毒携
带者会逐渐进展为肝硬化或者
是肝癌。”

“现在越来越多证据证明，
通过有效的抗病毒组合治疗可
以获得临床治愈。”吴超解释，所
谓“临床治愈”即表面抗原清除，
表面抗体出现，这样患者的肝
癌疾病进展风险就会大大降
低。“很大一部分患者感染后，
在长期感染的病程中，可以通
过免疫耐受，到免疫清除，再到
免疫控制，最后到乙肝表面抗
原清除。”

专家告诉记者，由于感染
HBV年龄、感染的时间等不一
样，不同患者感染HBV后结局
不同，病毒与机体的免疫状态决
定了患者的预后转归。根据《慢
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22年

版)》推荐，对于血清HBV DNA
阳性，ALT持续异常（大于正常
值上限），且排除其他原因所致
者，或 HBV DNA 阳性，即使
ALT正常，年龄超过30岁的患
者都建议进行抗病毒治疗。同
时，对于不确定期患者，绝大多
数就是市民熟知的“小三阳”，指
南也指出了“这部分患者疾病进
展风险相对较高，因而可能也需
要抗病毒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所有人
都需要经过抗病毒治疗才能获
得临床治愈。每年有1%~2%的
人在四五十岁时会实现表面抗
原清除，达到自然逆转。“所以我
们希望所有乙肝病毒感染的人

一方面不要恐惧，也不要担心传
染，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手段去阻
断母婴传播。同时，通过有效的
治疗，大部分人可以获得疾病的
控制或稳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
会获得临床治愈。”

记者了解到，其实除了大家
熟悉的慢乙肝和肝癌，近年来随
着体检的可及性提高，也有不少
人查出了肝囊肿等情况，肝囊
肿、血管瘤、肝脏不典型增生、
肝腺瘤等肝脏良性疾病也走入
大家的视线。鼓楼医院副院长、
肝胆与肝移植外科主任医师易
永祥建议大家定期进行体检，
及时进行影像学的鉴别诊断。
“虽然肝脏疾病症状不是太典

型，但如果出现了腹部不适或
者一些体力情况的改变，以及
莫名的乳房肿大、胀痛、关节问
题等伴癌综合征，都可能与肝
脏肿瘤分泌的代谢物有一定关
系，要引起重视。”

专家表示，通常情况下建议
肝脏良性疾病每半年至一年复
查一次。对于肝脏肿瘤的病人
而言，治疗后一般1~3个月应
及时进行体检，治疗一年以后
可每 3~6 个月再进行检查。
“同时要监测肿瘤指标，AFP
波动需警惕，大于400时应进
一步深入检查，低于 400则要
观察其与慢性肝病的关联。”易
永祥说。

肝脏作为人体的“解毒工
厂”，承担着代谢、免疫、合成等
重要功能，但肝病却因其隐匿性
和高发病率威胁着公众健康。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
院）感染病科于3月16日举办了
爱肝日义诊活动。记者了解到，
我国慢性肝病患者超4亿，肝硬
化、肝癌等终末期肝病仍高发，除
此之外，脂肪肝也日益增多。

在我国，不仅是慢性肝病患
者数量庞大，脂肪肝的患者也与
日俱增。周先生（化姓）今年18
岁，是一名学生，175cm的身
高，体重却高达190斤。近来，
周先生因感到有点不舒服，抽血
一查后发现转氨酶升高。可周
先生本身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
性肝病等指标无异常，也没有饮
酒史，这是咋回事？专家进一步
研判，考虑周先生是脂肪肝引起
的，门诊给予了保肝治疗以及减
重、饮食和运动方面的指导。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年”行动，倡
导医疗机构设立专业体重管理
门诊，为超重、肥胖及代谢性疾
病患者提供科学干预平台。专
家强调，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
是脂肪肝的主要诱因。我国近
1/5脂肪肝患者体重正常（BMI
18.5~24.9），称为“瘦型脂肪
肝”，此类患者仍需通过减重
3%～5%改善病情。

日常生活中究竟该如何进
行体重管理呢？感染病科主任
朱传龙建议，可通过饮食调整、
运动干预、中西医结合等多元化
方式控制体重。

具体建议请收藏：
一、饮食调整。
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摄入

建议控制在1200~1500大卡，
减少高糖、高脂食物（如油炸食
品、甜点），增加膳食纤维（如蔬
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如鱼
肉、豆制品）。避免极端节食：快
速减肥可能加重脂肪肝，需循序
渐进。

二、运动干预。
以有氧运动为主：每周至少

150分钟快走、慢跑或游泳，促
进脂肪消耗。抗阻训练辅助：结
合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提升基
础代谢率。

三、中西医结合疗法。
中医特色干预：通过穴位埋

线（如中脘、足三里）、针灸抑制
食欲、调节代谢，辅以中药调理
脾胃功能。

四、代谢管理。
比如肥胖者减重 5%～

10%、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
这类人群后续需要长期随访与
健康管理，体重管理的核心目标
不仅是减重，更是通过代谢调节
改善肝脏健康，降低肝硬化、肝
癌风险。 通讯员 胡南南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吕彦霖

2025 年 3 月 18 日是第
25个“全国爱肝日”，中医是如
何养肝的呢？中医认为，春属
木，肝亦属木，故春宜养肝，以
期肝气顺达，气血调畅，达到防
病保健康的目的。南京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脾胃病科（消化内
科）护士长庄跃总结了养肝护
肝的五大要点：

1组经络——肝胆经
早上敲胆经，晚上推肝

经。胆经在大腿的外侧，就是
外裤线的位置。每天早晨起
来，双手沿着裤线的位置来回
推拿。哪里痛，哪里可能气血
运行不畅，可以重点适度敲打
和推揉这些地方。每天敲一敲
胆经，有助于促进肝胆排毒，增
强身体免疫力。

肝经在大腿的正内侧，也
就是内裤线的位置。每天睡觉
之前把双腿打开，先从左腿开
始，双手相叠按在大腿的根
部，稍用力向前推到膝盖。先
左后右，要有酸痛的感觉。反
复推上几十遍有助疏通肝经、
疏调肝气，提高肝脏新陈代谢
能力。

2个穴位：肝俞穴、胆俞穴
肝俞和胆俞均属足太阳膀

胱经，位于脊柱区，分别在第9
胸椎和第10胸椎棘突下，后正
中线旁开1.5寸。上床休息的
时候，平躺下来，轻轻揉按这些
穴位，长期坚持，起到疏肝利
胆，调畅气机之效果。

3种菜食：甘味水果、绿叶
蔬菜、补血食物

春季本是肝旺之时，如果
吃太多酸味食物，会导致肝气
收敛太过、肝火偏亢，从而影响
肝气生发、筋脉畅达，并损伤脾
胃。

相反，如果多吃点能入脾
养胃、滋补和中的甘味食物，不
但有助于气血生化，从而保护
肝脏功能，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因“肝苦急”所致的急躁
易怒、脉络拘急、不畅等。甘
味水果富含多种维生素，推荐
金桔、梨、草莓、枣子等。绿叶
蔬菜不仅含有维生素和微量
元素，且富含植物纤维，利于
肠胃的蠕动，加快体内垃圾、毒
素排出，在一定程度上给肝减
压。猪肝等有益肝脏也有补血
养肝的作用。

4味花茶：决明子、菊花、
桂花、金银花

决明子味甘、苦、性微寒、
归肝肾大肠经，清肝明目，润
肠通便；菊花味甘、苦，性微
寒，归肺肝经，平肝明目、清热
解毒；桂花味甘、辛，性温，温
补阳气、美白肌肤、平肝；金银
花味甘，性寒，清热解毒。按
医嘱分量搭配，适量饮用有助
于养肝护肝。

5个禁忌：熬夜、烟酒、超
重、坏情绪、不遵医嘱用药

对于脂肪肝，尤其是重度
脂肪肝的治疗，应着重强调睡

眠的重要性。中医认为：“人卧
则血归肝”，夜里11点到凌晨
3点是肝发挥其藏血、解毒作
用的最佳阶段，所以养肝务必
要在晚11点前睡觉，最好能在
10点半左右就入睡，这样11
点时正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有
利于血液回肝解毒。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
器官，对来自体内外的各种
毒素以及体内的某些代谢产
物具有转化的作用。烟草、
烟雾中含有的有害物质、酒
精等进入人体后，都会加重
肝脏的负担。

肝脏在春季时功能也更活
跃，引导气血从里向外调动，排
泄体内的浑浊之气。心情阴郁
或是急躁易怒引发肝脏气血瘀
滞不畅，反之，心情舒畅、心态
平和，则有利于肝气正常生发
和调节。

我们服用的药物、保健品
等进入人体后，大都需通过肝
脏代谢和“解毒”，也可能导致
肝损伤，即为药物性肝损伤。
因此，服药一定要遵医嘱。

脂肪肝的形成与肥胖也密
切相关，肥胖患者一定要按医
嘱科学减肥。要控制饮食，一
日三餐，吃饭吃到七八成饱。
尽可能每周安排时间进行有氧
运动，不要剧烈运动，以微微出
汗且无不适感为宜。

通讯员 杨璞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许倩倩

从“1”数到“5”一起来跟中医学养肝 脂肪肝患者与日俱增
“体重管理年”行动刻不容缓

易永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