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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一位96岁的老人在家属的
陪伴下来到了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皮肤科诊室，他的头顶有一个10×10
厘米大小的蘑菇状溃烂。据家人介绍，
老人头顶一直有一个小小的黑痣，之前
总以为是娘胎里带来的痣没问题，没有
把它放在心上。从6年前开始，老人头
顶的这颗痣开始变化，先是逐渐长大，
后来有了破溃还会感觉又痛又痒，有时
候老人用手去抓很容易抓破皮，导致出
血还会有皮屑脱落，家人多次自行购药
涂抹未见好转，直到头顶的这个溃疡越
来越大，才辗转就诊。

许素玲教授接诊后，根据经验判
断，这很可能是一个皮肤巨大鳞癌。经
过皮肤镜及病理检查，确诊是一个皮肤
鳞状上皮癌的病灶。磁共振检查发现
这个病灶已经侵犯颅骨，加上老人年老
体弱，失去了手术切除根治的机会。

“很可惜，老人这个鳞状上皮癌其
实是一个低危的癌症，如果能尽早发
现，是可以彻底治愈的。”许教授介绍，
她几天前还接诊了一位80岁的老人，因

为右侧眼角一个快速增大破溃的色素
痣来医院就诊。原来老人这颗痣从小
就有，刚开始只有芝麻大小，几十年来
一直没有变化。当老人70多岁的时候，
这颗痣开始突然变大，10年来长到了指
甲盖大小，同样出现了破溃出血，经过检
查确诊是皮肤基底细胞癌，并侵犯到了
右眼。因为手术切除范围大可能影响右
眼功能，医生也只能为她选择保守治疗。

“正常人皮肤上的色素痣大部分是
安全的。如果痣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
或出现了不适症状，则提示这颗痣不寻
常。”许教授介绍，如果色素痣颜色加深
发亮，周围有炎症性红晕，表面溃破、出
血、结痂，伴有疼痛或瘙痒，周围出现卫
星状痣，附近淋巴结肿大，就应提高警
惕，考虑色素痣恶变的可能。很多人觉
得先天的痣就是安全的，这是错误的。
即使是先天就有的痣，尤其是长在头面
部、掌跖、外阴粘膜等容易外伤刺激到
的地方，如果出现以上症状，要及时到
专业的皮肤科就诊。

记者 孙美星

长了几十年的痣突然增大破溃

竟然是发生了癌变！
每个人一生中平均会有30颗左右大大小小的痣，很多人觉得娘胎里带来

的陪伴自己很多年的痣，不会恶变，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最近一段时间，宁
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许素玲教授在门诊连续接诊了两位皮肤巨大鳞癌
的患者，他们身上的皮肤癌都由几十年前一颗小小的痣演变而来。

许
素
玲
教
授
为
患
者
治
疗
。
受
访
者
供
图

你知道什么是汤婆子吗？烫斗又该如何使用呢？12月25日，海曙区月
湖街道平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平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忆阅湖—
与老底子约会”为主题，办了一场小型的老物件展示活动。

这些老物件，勾起了现场70后、80后居民满满的回忆。

汤婆子、烫斗、胭脂碗

这些老物件你知道吗？

现场还有一组老物件更能勾起70
后、80后的回忆。

徐勇是一名 70后，1994 年参加工
作，曾经用过BB机。“不是因为工作需
要，只是因为那时候这是一个稀罕玩意
儿，同时也能让亲朋好友更容易找到你。”

徐勇清楚地记得，这个BB机是摩托
罗拉加强型的。“价格是600多元，当时还
需要预付一年的服务费200多元。那时候
的1000元可是相当值钱啊。”有人找他的
时候，只要拨通服务台的电话，报出他这
个BB机的机号，并说出回电号码，服务
台就会把回电号码发送到他的BB机上，

“当时城区里的公用电话亭还是比较多
的，回电也算方便。”

2001年，徐勇花了三四千元买了一个
爱立信手机，这才把BB机淘汰。“其实之前
已经有大哥大了，但因为实在没啥需要，价
格又贵，所以没买。”后来徐勇做起了手机
生意，到现在他自己都算不清已经换了多
少台手机。“时代走得很快，一不留神，BB
机已经离我们这么远了。”徐勇感慨地说。

环顾现场，其实带有70后、80后印
记的老物件还真挺多：算盘、唱片和唱机、
提桶、饭桶、幢篮、桅灯、锡瓶、蜡壶、煤油
炉、铜锁……

“很多老物件我们年轻的时候用过，
但现在已被扔掉或束之高阁了。”现场居
民表示，“希望这样的活动经常举办，让更
多年轻人了解和认识老物件背后的历史
文化。”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逯林威 徐露

汤婆子其实就是以前的热水
袋。现场展示的这个汤婆子，从外观
上看是由铜制作的，注水口附近有
明显的焊接痕迹。送展的是73岁的
吴韵芳：“这个是我奶奶留下的，直
到现在我还在使用。”

吴韵芳从小就跟奶奶生活在一
起，也看着奶奶使用过很多现在已
经不用的物件。“奶奶会在汤婆子外
面套一个绒线做的外套。到了冬天，
奶奶就会把汤婆子充满热水，然后
放到被窝里。睡觉的时候，别提有多
暖和。”到了早上，汤婆子里的水还

是温的，倒出来还能洗脸呢。
因为汤婆子有年头了，使用又

很频繁，因此注水口附近漏水了。
“是我哥哥把它焊接好了。”让吴韵
芳没想到的是，这个汤婆子居然能
一直用到现在，“虽然现在有热水袋
了，但我还是喜欢用它。”

吴韵芳带来的另外一个老物
件，是一个瓷做的胭脂碗，类似现
在的粉底盒。和汤婆子一样，这个
胭脂碗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是吴
韵芳的婆婆留给她的，“当年是婆
婆的嫁妆”。

78岁的陈弈训带来了外婆留
给他的不少老物件，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一个斗状的铜器，上面有一
根木柄。陈弈训说这个叫“烫斗”，功
能相当于现在的电熨斗，但操作起
来要麻烦许多。

让人意外的是，前来参观的居
民周慧明一看到这个烫斗，马上表
示还少了一些辅助工具，并匆匆回
家带来了两件老物件——刮浆刀和
喷水的小工具。

那烫斗和这些辅助工具怎么使
用呢？周慧明介绍，先要烧好炭，把

炭放到斗里。然后用刮浆刀把调好
的浆糊刮到衣服上，再在上面铺上
布，用嘴含水或者用专门的工具把
水喷到布上，这样就可以用烫斗去
熨衣服了。

“40多年前，我还看到外婆拿出
来用过。”陈弈训说，外婆还告诉他，
以前外公早上要出门前，她会把外
公当天穿的衣服用烫斗烫好。“出门
的时候，外公的衣服总是刮刮挺的。”

此外，陈弈训还带来了一面铜
镜，但因为年代久远，镜面早已模糊
不清了。

烫斗：“外婆用来熨衣服”

汤婆子：“奶奶用来暖被窝”
BB机：
“一不留神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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