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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你好，我母亲今年80岁了，患腰椎
间盘突出已有10多年，平时有腰腿痛、腿麻
现象，按摩、理疗、针灸、微创手术等方法都
尝试过，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上个月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有明显的
神经压迫现象，需要通过外科手术解除神
经受压问题，否则老人将来无法正常行走。
考虑到老人年龄偏大，加上自身又患有糖
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衰等多种慢性病，
身边一些医生也表示这类手术创伤较大，
不知道老人能否承受，我们做子女的一直
左右为难，想问医生，腰椎间盘突出必须要
手术吗？除了我们尝试过的这些方式，还
有没有别的治疗方法？

解答：
这位患者家属你好，如今腰椎间盘突

出的病例越来越多。腰椎间盘突出严重
者，确实会因为神经血管受到压迫而引起
瘫痪。因没有见到片子，加之该疾病误诊
现象比较普遍，无法断定你母亲是否属于
腰突，你可以通过电话详细陈述病情，以便
做更加精准的判断。

借此话题，我也科普一下腰腿痛此类疾
病。几十年来，通过数万例病人总结证实，
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中，仅有5%
的病人是真正突出。这部分病人确需通过
手术、射频、臭氧及牵引等方法治疗，但95%
以上的患者，并不需要手术。

有的医院，一提起腰腿痛，医生首先会

让拍片，并以此判断疼痛因“突出”造成，这
是“只看片子不看人”造成的结果，照此方
法治疗，疼痛没有消失，病情还会加重。

临床实践发现，引起此类病人疼痛
的原因也可能是周围软组织损伤，且这
类原因占相当大部分，在治疗中把周围
软组织病变解除后，病人的疼痛便会消
失。如临床上解除周围软组织病变后，
一些患者腰椎滑脱、椎管狭窄、压缩性
骨折问题还在，疼痛症状却不见了，足
以说明其发病原因。

门诊中，还有许多人将骨质增生、退行
性病变视为腰腿疼痛病因，人体的骨质增生
或退行性病变是一种正常的代偿性反应，是
人体自我保护中钙磷转移和调节的结果。
30岁以上的正常人都会有轻重不同的现象，
它也不是引起疼痛的直接原因。但目前，大
都误认为它是原因，便见到骨刺就铲除或盲
目补钙，这样做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贻误
治疗时机，造成不良后果。也因此有了“治
骨刺不治骨，要治骨上软组织”的理论。

总之，腰腿痛病人的主要病因在于腰臀
部软组织损伤，而不在骨或椎间盘，也不应
称为骨病。因此，目前许多疼痛诊疗机构在
治疗中通过解除周围病变软组织问题，相比
开放性手术，风险更小，也更经济实惠。

找到了该病的发病原因，就为解除该
病找到了治疗方向。要了解更多有关详
情，请拨打晨报热线电话2212345和
18653304479进行咨询。

治病求根是为了让病人解除痛苦，任何疾病，只要
找到了发病根源，使用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有希望帮助
病人解除痛苦。为了帮助患者找到科学有效的治疗方
法，本报开设“求医问药”栏目，为大家提供医疗咨询与
帮助。

如何正确治疗腰腿痛

上市公司2020年半年报披露结束

科创板上半年业绩逆势大增43%
本报综合消息 据《羊城晚

报》8月31日报道，上市公司2020
年半年报披露8月31日结束，
3986家公司发布了半年报，虽然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上市公司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都出现下滑，上
市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合计为1.85万亿元，同比下
降17.6%，但科创板企业表现亮
丽，上半年业绩同比大增43%。

根据同花顺iFinD统计，今
年上半年3986家上市公司营业
收入总额235466亿元，同比下降
1.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总额18451亿元，同比下降
17.6%。业绩下降主要是受疫情
影响，石油、航空等行业业绩大幅
亏损，如中国石油上半年亏损
299.86亿元，成为亏损最大的公
司，中国石化亏损228.82亿元。
海航控股、中国国航、东方航空、

南方航空这4家公司上半年合计
亏损379.8亿元。“三桶油”之一的
中国海油实现净利润103.8亿元，
同比下降65.7%

同时，银行让利实体经济也
是A股公司业绩下降的一个原
因。38家上市银行上半年实现
净利润总额8563亿元，同比下降
9.38%。由于银行在上市公司整
体业绩中占46%，银行业绩下降
拖累了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而银
行业绩下降主要是让利实体经
济，如工商银行上半年新发放普
惠贷款平均利率4.15%，较上年
下降37个基点。净利息差和净
利息收益率，同比分别下降15个
基点和16个基点。另外，上半年
清收处置不良贷款1042亿元，同
比多增122亿元；计提资产减值
损失1254.56亿元，增长26.5%。
这些因素导致工行上半年净利润

下降11.4%。
在疫情影响下，上半年仍有

近半数公司业绩增长，科创板、创
业板、中小板公司业绩相当不错。
科创板163家公司上半年实现净
利润总额124亿元，同比增长
43%；创业板847家公司上半年
实现净利润总额706亿元，同比
增长14%；中小板961家公司上
半年实现净利润1777亿元，同比
增长9%。

值得一提的是，以新兴产业
为主的科创板上半年业绩大增
43%，是增速最高的板块，说明科
技公司业绩保持较高增长率。其
中，圣湘生物上半年业绩增长
147倍，东方生物增长15倍。一
些芯片龙头公司业绩也相当好，
如中芯国际上半年业绩增长
330%，中微公司增长292%。

■ 相关新闻

12种情形认定上市公司“不正常”
本报综合消息 据《羊城晚

报》8月31日报道，8月30日，深交
所发布《上市公司风险分类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分类办法》），该
办法按照上市公司风险严重程
度和受监管关注程度不同，将上
市公司从高到低依次分为高风
险类、次高风险类、关注类、正常
类四个等级。这是深交所健全
风险防控制度，提升一线监管效
能的重要举措。

《分类办法》显示，深交所从
财务舞弊风险、经营风险、治理
及运作风险、市场风险、退市风
险五个维度对上市公司风险等
级进行评估分类。上市公司存

在“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期
末商誉占净资产比例超过50%”

“公司涉嫌利用热点概念、信息
披露炒作公司股价”等十二种情
形之一的，其分类等级不得为正
常类；上市公司存在“控制权争
夺，且对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
响”“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等十
一种情形之一的，其分类等级原
则上应为次高风险类；上市公司
存在“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
陷”“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或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等十种
情形之一的，其分类等级原则上
应为高风险类。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
日电 记者8月31日从教
育部了解到，教育部日前
印发《高等学校命名暂行
办法》，强调高等学校命名
要坚持名实相符、准确规
范，体现办学理念，突出内
涵特色，避免贪大求全。

暂行办法对高等学校
名称中使用地域字段、学
科或行业字段、英文译名
等提出明确规范，强调原
则上不得冠以“中华”“中
国”“国家”“国际”等代表
中国及世界的惯用字样，
也不得冠以“华北”“华东”

“东北”“西南”等大区及大
区变体字样。原则上不得
冠以学校所在城市以外的
地域名；省级人民政府举
办的学校可以使用省域命
名，其他学校确需使用省
域命名的，由省级人民政
府统筹把关，但须在名称
中明确学校所在地。未经
授权，不得使用其他组织
或个人拥有的商标、字号、
名称等，不得使用国外高
校的中文译名和简称。

暂行办法明确，高等
学校名称原则上不得以个
人姓名命名，但经国务院

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
定的条件批准，可以在学
校名称中使用对学校发展
作出特殊贡献的捐赠者姓
名或名称。高等学校应严
格管理、合理使用、依法保
护承载学校历史与声誉的
校名无形资产，保持名称
稳定，原则上同层次更名
间隔期至少10年。

暂行办法适用于发布
之后的全日制大学、独立设
置的学院、高等职业学校
（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和专
科层次职业学校）以及高等
专科学校的命名事项。

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公布

高校命名不得冠以“中华”“华北”等字样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据
教育部网站31日消息，教育部等
五部门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
要求进一步完善教育收费政策体
系、制度体系、监管体系，持续巩
固教育乱收费治理成果，促进教
育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

意见强调，义务教育全面纳入
财政保障范围，公办义务教育学校
不收取学费、杂费。对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标准按照
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执行；对生
均教育培养成本不足部分，应严格
落实非营利性法定要求，合理确定
收费标准。严禁收取与招生入学

挂钩的捐资助学款。
意见指出，各地要加快制定

并落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政补
助标准，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
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加强收
费标准调控，坚决防止过高收费。

意见明确，学校在完成正常的
保育、教育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

生提供学习、生活所需的相关便利
服务，以及组织开展研学旅行、课
后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对应由
学生或学生家长承担的部分，可根
据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收取服务性
费用。相关服务由学校之外的机
构或个人提供的，学校可代收代付
相关费用。国家已明令禁止的或

明确规定由财政保障的项目不得
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学校不
得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项目，不得在代收费中获取差价，
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
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不得通
过提前开学等形式或变相违规补
课加收相关费用。

五部门规范教育收费

学校提前开学不得加收相关费用

涉多起命案 曾潜逃23年

劳荣枝被南昌检方提起公诉
本报综合消息 据江

西省人民检察院官方消
息，8月31日，江西省南昌
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劳荣
枝涉嫌故意杀人、绑架、抢
劫罪一案向南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1996年7月29日，江
西省南昌市公安局对发生
在南昌市东湖区芭茅一巷
1号602的抢劫、故意杀人
案立案侦查，并于同年8月
18日发布通缉令对该案

犯罪嫌疑人劳荣枝进行
追逃。

2019年11月28日，犯
罪嫌疑人劳荣枝被福建省
厦门市警方抓获，同年12
月5日由南昌市公安局派
员押解至南昌。南昌市人
民检察院于2019年12月
12日对该案提前介入侦
查，南昌市公安局于同年
12月15日对犯罪嫌疑人
劳荣枝提请审查逮捕。南
昌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后，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劳荣枝
进行了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并依法讯问了犯罪嫌
疑人。

2019年12月17日，江
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依
法对犯罪嫌疑人劳荣枝批
准逮捕。

据媒体此前报道，犯
罪嫌疑人劳荣枝涉及三
地、7条人命的命案，此前
曾潜逃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