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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寒冷天气，很多人嘴唇会干燥
起皮，这种情况一般多涂润唇膏或吃些
药就好了。但如果唇部干燥脱皮后久治
不愈，且反而加重，出现增生、肥厚甚至
溃烂，就要警惕恶变可能。入冬以来，宁
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许素玲的诊
室里接诊了多名慢性唇炎患者，有一名
老人的唇炎反复发作二十多年未愈，检
查发现是一种叫光化性唇炎的癌前病
变。部分细胞己经出现变异，不及时处理
很有可能转变为鳞癌。

“以为年纪大的人嘴巴干燥起皮没
大事，想不到这么严重！”不久前，75岁
的张大爷来到许素玲教授的门诊，感谢
许医生为他揪出“唇炎”病因并及时阻断
了癌变，还保住了正常容貌。

许素玲教授对几个月前第一次见到
老人的情景还印象深刻：“当时他下嘴唇
明显比上嘴唇肥厚，红肿、有出血和渗
液，还有部分糜烂。”

几十年前，这名老人的嘴唇就出现
了干燥起皮、冬天开裂、有点痛等情况。
老人也没把这点“小问题”放在心上。此
后这种情况总是反复发作，时间一长，嘴
唇出现了肥厚肿胀和溃烂。这次让老人
下定决心来看病的，是因为病灶遍布的
下嘴唇已经影响到了他日常进食，每当
吃饭喝水的时候，一碰到就会感觉痛，非
常不方便。

“老人常年外出劳作，脸上有不少类

似老年斑的日光性角化病病灶，我怀疑
老人的嘴唇不是普通的唇炎。”许素玲教
授为老人的嘴唇做了皮肤镜检查，高度
怀疑是光化性唇炎。之后的多处取样病
理检查证实了许素玲的判断，这是一个
癌前病变，部分己经恶变。

一听到是癌症，老人和家属都非常
担心。许素玲教授介绍，目前老人的唇部
恶变还局限在皮肤浅层，没有侵入更深
层次，经过积极治疗，可以治愈。听完这
些，老人和家属都安心不少。考虑到手术
切除可能破坏老人的容貌，许教授建议
老人接受光动力治疗，这种治疗方法在
清除病灶的同时，可以完整保留唇部原
貌。

老人先后接受了6次光动力治疗，
嘴唇上的病灶肉眼可见地慢慢痊愈。治
疗结束后，老人又用了一段时间的外用
药物。2个月后，多点病理复查结果显

示，老人的癌前病变病灶已经彻底清除。
“鳞状上皮癌是比较常见的皮肤恶

性肿瘤，占我国皮肤恶性肿瘤的29.4%。
早期皮肤鳞状细胞癌，被及时发现后可
以治愈；如果到了晚期已转移，则预后比
较差。”许素玲团队的主要成员袁波医生
介绍，皮肤鳞状上皮癌的发生和经常性
日光暴晒、反复局部刺激、吸烟、酗酒都
有关系。长期不良刺激可使唇部的黏膜
细胞鳞状上皮细胞化，从而引起癌变。鳞
状上皮细胞癌多见于户外工作者，如农
民、渔民以及长期暴晒于紫外线之下的
人群、长期吸烟或经常吃过热食物的人
群。

袁波提醒，如果唇炎反复发作且久
治不愈，应该引起足够重视，警惕癌前病
变可能。光动力治疗是慢性唇炎及唇部
癌前病变的不错选择。

记者 孙美星

反复发作的“唇炎”原来是癌前病变！
手术切除影响外观？放心！光动力治疗保护您正常容颜！

宁波周边古道众多，每逢假日都有许多人踏足。
近日，市民仇柏年在大皎岭古道爬山时，偶然发现路旁山石上有一处刻画符，清晰的衣纹线条

不似寻常涂抹。
经专业人士拓印，确认该山石为一处佛像摩崖，应是早期过路者为保平安祈福所刻。

发现一处

李本侹曾出版《宁波摩崖石刻》
一书，对宁波类似遗存了解较多。

“宁波古道旁刻‘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字样的有很多，如鄞州横
溪亭溪岭古道、慈溪龙山河头桃花岭
古道、宁海城关白峤岭等地都有发
现，主要是为了保佑古道上行走路人
的平安。但路边有佛像刻画的很
少。”

据他了解，东钱湖韩岭附近的岭
南古道上也有一尊小型摩崖造像。

“那个是立体造型的，比较粗陋，
海曙区的这个刻画比较大一些，且五

官清晰齐全，细节到位，功能跟‘阿弥
陀佛’字样一样，应该也是保佑往来
路人平安。”李本侹说。

大皎岭的这处刻画应属摩崖石
刻中的“岩画”一类，宁波地区类似遗
存并不太多。海曙区已发现的另一处
岩画是横街镇溪下水库的女儿岩岩
画，旁边有北宋“元祐三年”的纪年，雕
刻风格与大皎岭这处不太一样。

“大皎岭这处采用的不是一般的
双刀刻法，而是‘点刻法’，一点一点
斫出。该处山石比较坚硬，多年过去
也没怎么风化，依然非常清晰。”据李

本侹判断，大皎岭这尊佛像应是明清
之后的作品，时间比女儿岩的晚，作
为四明山区发现的第二处岩画，是珍
贵的古道民俗文化遗存。

另据了解，大皎岭古道北侧的小
皎村原有一座斋堂庙。

地方志记载，斋堂庙的庙额为南
宋著名书法家张即之所写。现大皎
村、小皎村两座老村没入水库，斋堂
庙已迁至附近新址。

这尊古道旁的佛像是否为庙中
信徒所刻，不得而知。

记者 顾嘉懿

大皎岭古道位于宁波海曙区，旧
为连接大皎村与小皎村的交通要
道。全祖望曾在《鲒埼亭集》里提到，
此处原称大、小韭山，“皎”字为“韭”
字之讹。

该古道上原有两座古亭，即惠
韭亭、二韭亭，现古亭已不存，但古
道风貌较好，沿途风景秀美，尤其
是北坡古道，吸引不少爬山爱好者
登临。

小皎村之西即“网红”白云桥。

仇柏年发现的摩崖位于大皎岭
南坡古道旁一菱形山石上，石高约3
米，表面平整。佛像离地约2米，像
高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呈站姿，
肉眼看去，头上似有一顶“风帽”。

与官方“正统”造像不同，这处古
道旁的小佛像雕刻比较“草率”：佛
衣下摆与双脚的处理过于简易，头
身比例也不太协调。同时，露着一
个胳膊，初看与藏传佛教僧人的穿着
有点相似。

仇柏年将线索告知“非遗”传拓
技艺宁波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本侹。

李本侹发现，经拓印后图像更加
清晰。根据石像胸前一个表达吉祥
寓意的“卍”字符号，可确认其为一尊
佛像。

他判断，所谓头上的“风帽”应是
佛像身后的背光，因雕刻简略，前后
关系不甚明显。至于单肩“披风”，应
是佛教袈裟的穿法之一，多见于早期
石窟，与藏传佛教无关。

摩崖位于大皎岭古道旁一菱形山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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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点刻法”刻画，可能是明清以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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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佛像的山石。

海曙大皎岭古道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