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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好消息：

【参红祛瘀散结胶囊】咨询服务中

心为帮助广大肿瘤患者平安过冬， 凡每天前 10

名咨询患者持有效病历可获赠价值 280 元的“灵

芝孢子粉”一盒。

桂药广审（文）第 2008080210 号

活性分子抗肿瘤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首个国家专利、国药准字号生物基因抗肿瘤药【参红祛瘀散结胶囊】研制成功———

刚刚确诊， 就被告知“只剩几个月的生

命”；常规治疗都做了，可肿瘤还是复发了、转

移了；偏方、营养品都吃了，可疼痛、黄疸、积水

等一样都没有缓解。 这是当前肿瘤治疗无法

逾越的“屏障”，这是每一位肿瘤患者及其家庭

无法言说的痛楚。 然而据笔者获悉，因为一种

活性分子抗癌国药的成功研制，肿瘤患者的命

运有望重新改写———

“国家科研立项”催生新一代抗肿瘤制剂

1975 年， 由国家卫生部紧急立项并由国家

科委命名的“国家 TS-814 重点科研项目”启动，

该项目先后被国家列为七五、八五重点科研攻关

项目（卫生部卫药发【1993】第 1 号，国经贸技

【1994】第379号，国经贸技【1996】第732号等）。

项目由国家肿瘤药品临床实验室主任方家

椿教授牵头，其中更是囊括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

院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医学黄爱强博士、汤越林

高级工程师、扬旭清教授、王代树教授等多位国

内顶尖级权威专家。

2002 年，我国首个活性分子抗肿瘤药物【参

红祛瘀散结胶囊】成功问世，这就意味着在历经

27年艰苦研究后，“国家 TS-814重点科研项目”

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相关部门为防止参红

胶囊重大科研成果被盗取、仿冒，为其申请了国

家专利保护。 2005年 8月 31日，【参红祛瘀散结

胶囊】获批国家专利（专利号为 ZL02138879.2），

保护期 20年。

亚洲唯一入选世界三大肿瘤治疗药物

2004 年，“世界肿瘤防治年会”在英国伦敦

召开。受组委会特邀，方家椿教授、黄爱强博士等

人组成的科研小组带着新一代抗肿瘤制剂———

【参红祛瘀散结胶囊】参与了该会。经过一系列讨

论与筛选，【参红祛瘀散结胶囊】与美国 NYG 抗

癌导体和英国 IF 新生素齐名， 被评为世界三大

癌症治疗药物。这是迄今为止亚洲抗癌药物在世

界上获得的最高荣誉。同时，由于【参红祛瘀散结

胶囊】临床效果显著，在由中国医学教育协会、中

国老科协发起的“全国肿瘤康复促进工程”启动

仪式上，更是被作为“肿瘤疾病康复工程指定用

药”在全国予以广泛推广应用。

疗效彰显 肿瘤患者命运成功改写

经笔者走访了解，衡阳的周先生因中心型肺

肿瘤转移到脑部后，经人推荐服用了【参红祛瘀

散结胶囊】。 10多天后，不咳、不疼、不迷糊了，三

个月肺部肿瘤小了 1/3， 转移病灶竟不见了；株

洲的胡女士由于乳腺肿瘤术后复发， 并淋巴转

移，服用【参红祛瘀散结胶囊】四个月后阴影消

失；常德的杨先生肝肿瘤当时已扩散，医生断言

“仅 4个月存活期”，可如今已长达 4年多……

后记：“珍惜生命，珍惜健康”，这是从康复

者口中说得最多的，很平实，但我想，也仅有他们

能真正懂得吧。 愿参红胶囊惠泽更多肿瘤患者，

惠泽更多正历经生命磨难的家庭！

【参红祛瘀散结胶囊】作为“肿瘤疾

病康复工程指定用药”在全国推广

【参红】肿瘤康复咨询热线：

地址：蓝色地标大药房

（解放西路 136号，长沙市公安局旁）

0731-

88156208

本报11月30日讯 住在长沙青竹湖镇

植基社区的张先生家的房檐上来了个“不速

之客”： 一个直径超过40厘米的大马蜂窝杵

在他家屋檐边上， 足有2个篮球大。 马蜂出

没，还蜇伤了11位过路人。

张先生说，今年9月，马蜂窝还很小，他

们开始还以为是个鸟窝，也没太在意，不料

本月马蜂窝开始变大了。

“这几天，马蜂蜇伤了周边11人，害得大

家都不敢从这条路走了。”黄宁胜说，该马蜂

窝的驻扎处是当地居民外出、学生上学的必

经道路，马蜂的成群出行，严重影响了当地

群众的生活。

在了解情况后，记者立即与伍家岭消防

中队取得了联系。

13时左右，消防官兵赶到现场，经仔细

勘查后，派2人穿上防蜂服，经拉升长梯爬到

2楼， 用大型编织袋将蜂窝网住。13时40分，

蜂窝被彻底清除。

■实习生 罗旭 记者 周红泉

记者拨通了李娭毑大

儿子谌先生的电话，谌先生

一开口就说母亲是个赌棍，

爱打麻将，父亲去世后的两

万元抚恤金都被她输光了。

记者向李娭毑求证，

她说：“我除了喜欢打麻将

也没有别的不是， 而且我

现在也不能出去打麻将

了， 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

对我？”

“这事你们不要管，清

官难断家务事， 不要听她

一面之词。”谌先生告诉记

者， 他今年先后三次把母

亲送到安化的弟弟家，那

边有人照顾， 但是每次她

都要吵着回来。 他和弟弟

商量好了， 等她11月份工

资发下来， 就把她送到安

化去。谌先生说，他并不是

不给母亲送钱， 而是她11

月份的工资并没有发下

来， 他已经去银行查了两

三次了。

对于停掉电话一事，

谌先生称：“她没事就喜欢

往香港的姨妈家打电话，

一个月要好多话费。”谌先

生不承认停掉了母亲的电

话， 说是暂时没钱去交话

费， 等母亲工资发下来就

去交。

记者拨通了李娭毑大

女儿和小女儿的号码，她

们对母亲的评价和谌先生

如出一辙：“她脾气很怪，

澳门的儿子上个月回来陪

她住了几天， 又被她骂跑

了。” 大女儿还告诉记者，

她前两天还送菜送米给母

亲，没有不照顾她。

5个崽女都不管

79岁的娘

她退休工资1600元/月，想请保姆儿女都反对

儿女们说，母亲爱赌博脾气又古怪

11月30日，长沙市香樟路，79岁独居老人李影萍诉说家中的电话被儿子停掉，为的

是不让她给香港的妹妹打电话。 记者 范远志 摄

消防员正用编织袋网住蜂窝。实习生 罗旭 摄

他家的马蜂窝

有两个篮球大

接连蜇伤11个过路人

“每年的7至11月是消防队受理摘

除马蜂窝报警的高峰期。”伍家岭消防

中队指导员李振介绍道， 马蜂多出现

在晴天的早晚、阴天、多云或雨后。

长沙市八医院120急救医生张觅觅

介绍，马蜂毒性较大，被蜇后可用肥皂水

等简单清洗伤口，然后到医院治疗。

7-11月消防队员“扫蜂”忙

省女子监狱宿舍大院2栋3单元，住着一位独居老人———79岁

的李影萍，李影萍说自己有5个儿女，却没人肯回来照顾她，还把她

家的电话给停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的会有这

么不孝顺的儿女？

11月30日， 记者来到

李影萍老人家， 白发苍苍

的老人背对着门坐在摇椅

上，旁边是烤火炉，寒风从

敞开的门口灌了进来。老

人旁边的矮凳上放着一碗

干掉的面条， 和一盘盘黑

糊糊发霉的菜， 电热锅里

是已经冷却的白米粥。快

到中午1时了，老人还没吃

上饭。

记者想帮她把门关

上， 却发现门被一根毛线

绑在卧室的窗户上， 关不

上。“不要关， 我白天晚上

都不敢关门， 怕死了没人

知道。”李娭毑强硬地说。

“大儿子把家里的电

话停掉了，我既不能出门，

也不能与他们联系。”李娭

毑告诉记者，11月初，她的

大儿子回来过一次， 之后

家里的电话就不能用了。

“他还拿走了我的工资卡，

也没给我送钱过来。”李娭

毑说， 她平时靠着每个月

1600元的退休工资生活，

但一年前因为腿脚生病，

就让大儿子保管工资卡，

每月都买药和送钱过来，

但11月以来大儿子没有给

她送过一分钱。

老人没讲两句话就仰

头哭泣， 她掏出身上仅剩

的53元钱说， 就这点钱她

怎么活啊。 李娭毑是湖南

省女子监狱的退休职工，

安化人。3年前， 李娭毑的

老伴过世后， 她一个人住

在湖南女子监狱的职工宿

舍。

李娭毑有3个儿子2个

女儿， 大儿子在长沙市苗

圃开车，二儿子在澳门，三

儿子在安化， 两个女儿在

长沙。她说，二儿子在澳门

早就音信全无， 三儿子还

是3年前来看过她，两个女

儿也不管她， 平常都是大

儿子偶尔过来照顾她。但

11月开始， 大儿子也对她

不闻不问。 她曾提议每个

子女出100元请个保姆照

料，但子女们都不愿出钱。

【母亲的说法】

“他们把我的电话停了，我不敢关门，怕死了没人知道”

【儿女们的说法】

“这事你们不要管，清官难断家务事”

■记者贺卫玲 实习生 侯秀菊

11月9日，长沙县水渡河男子王某在回家

途中，被马蜂蜇到人中，当场倒地昏迷不醒，3

分钟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新闻回放

人物档案：黄恒，女，53岁，退休会计

发现地：开福区荷花池社区杨家塘巷

长沙市开福区荷花池社区杨家塘巷

有一家理发店，门上写着“理发2元，每周

二四六，下午2：00—下午4：00（暂定）”。

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理发店已经开了11

年。

一间约3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放着一面

大镜子，几条板凳、毛巾，以及一些简单的理

发工具。老板黄恒今年53岁，穿着很朴素。她

说，自己在省外贸做财务，现在内退，业余学

会了理发。“店子是1998年开的，从那时起我

一直在这里理发。” 黄恒说， 一开始她工作

忙，店子只能在周六开门，从2003年开始，理

发时间调成了每周二四六。虽然她选择了自

由班，但是有时候工作还是丢不开。有时店

子不开门，仍然有顾客大老远跑过来，要她

剪头发。“其实她们周围也有理发店，但是她

们愿意赶过来，跟我聊聊天。”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刘艳群

社区之星

她的“2元理发店”开了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