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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体检
却疏忽了三件事情

体检的项目不对
由于大部分的早期癌症，

均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只能够
通过检查来发现。但是，很多
人参加的体检都是由单位统一
安排的，这些体检项目并不是
专门针对癌症的防癌体检，而
是比较粗糙的健康体检。例
如，早期肺癌需要通过胸部CT
才能够发现，而绝大多数体检，
做的都是胸片检查，胸片是不
可能发现早期肺癌的。大肠癌
只能够通过肠镜检查来发现，
而查大便常规，肿瘤指标CEA
均有可能漏诊。食管癌和胃
癌，只有做胃镜才能够早期发
现，做B超或者抽血检查是很难
发现的。

此前据媒体报道，李咏罹
患的是喉癌，早期喉癌表现为
咽喉异物感，咽喉瘙痒，吞咽不
适。作为一名天天录节目的主
持人，出现咽喉不适的症状太
正常了，很可能以为是慢性咽
喉炎，因此就麻痹大意了。而
且，喉癌必须做喉镜才能确诊，
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不可能
有喉镜这项检查，这就非常有
可能导致漏诊。等到出现声音
嘶哑、吞咽困难等明显的症状，
那就已经是癌症的中晚期了。

体检医生漏诊、误诊
确实有一些所谓的体检机

构，体检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
甚至有体检机构雇没有任何资
质的人员来做体检，结果当然
可想而知了。举个例子，有位
患者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确诊
为外耳道胆脂瘤，在等待床位
做手术。过了几天，他们单位
组织体检，去了一个很有名的
体检连锁机构，做耳鼻喉专科
检查的时候，体检的医生居然
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这绝不
是个例，常规体检有必要，但对
于一些特殊人群还要定期做针
对性的体检。
体检发现蛛丝马迹未重视

还有一种情况，体检报告
拿回来上面往往会有医生根据
体检结果给出的建议，有时候
医生会建议患者做进一步检
查，但这些建议却常常被忽略，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曾
经有一个患者，体检的时候大
便潜血检查阳性。体检报告建
议专科就诊，完善肠镜检查。
但是，患者和家属都不当回事，
自认为是痔疮出血，没有及时
干预，导致肿瘤不断生长，等到
出现了肠梗阻或者肠穿孔，才
来医院看病，这时候已经晚了，
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所
以，如果体检发现了异常，一定
要去正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
查，明确诊断。

这些“小问题”
哪个是癌症先兆

生活中不少人体检查出来
结节、息肉、囊肿、增生……都
没有引起重视，认为是小问题。
那么结节、息肉、囊肿、增生，哪
个才是癌症的先兆？

大家体检的时候，都会做
彩超检查，经常就会听到医生
说，甲状腺结节、乳腺囊肿、前
列腺增生等，估计很多人都搞
不清楚哪个会癌变。其实，结
节、息肉、囊肿和增生，都是常
用的医学名词，到底哪个是肿
瘤的先兆，这里一一解答一下。
结节——— 有可能癌变

结节是新生肿物的统称，
结节包括良性的，也包括恶性
的，所以结节并不能判定良恶
性，即使是良性的结节，也有可
能转变为恶性的。常见的结节
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脏结
节、乳腺结节、皮下结节等。

怎么判断结节的良恶性
呢？有很多种方法，如果是体
表的结节，例如甲状腺、乳腺和
皮下结节，通过用手触摸，就有
可能诊断，恶性的结节表现为
质地坚硬、活动度差、边界不
清、不伴有触痛。

除了查体，辅助检查是更
可靠的手段，常用的手段有彩

超、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彩
超是诊断乳腺结节、甲状腺结
节、皮下结节的首选检查，肺部
结节首选CT检查，肝脏结节首
选彩超或者CT。如果彩超提
示结节有可能是恶性的，那就
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例如穿
刺活检，或者手术切除活检。
如果结节是良性的，那就需要
定期复查。
息肉——— 有可能癌变

息肉指的是人体组织表面
长出的赘生物。一般来说，生
长在人体黏膜表面上的赘生物
统称为息肉。常见的息肉包括
肠息肉、胃息肉、鼻息肉、宫颈
息肉、声带息肉等。息肉也有
很多类型，例如炎性息肉、增生
性息肉、幼年性息肉、错构瘤性
息肉，腺瘤性息肉等等。息肉
也有可能癌变，例如胃息肉和
肠息肉，可以发展为恶性肿瘤。
如果发现了胃肠道息肉，应该
尽早切掉，防止恶变。
囊肿——— 不会癌变

囊肿是良性的，囊肿里面
其实就是液体，外面有一个完
整的包膜，常见的囊肿有肝囊
肿、肾囊肿、乳腺囊肿、甲状腺
囊肿。囊肿的原因不明，可能
与遗传因素、外伤都有关系。
囊肿并不会恶变，也不会转变
为肿瘤，绝大部分囊肿均不需
要手术治疗，定期复查就可以。
如果囊肿不断变大，出现肚子

疼、压迫其他器官等症状，也是
需要治疗的。常见的治疗手段
包括囊肿穿刺抽液，或者囊肿
切除术。
增生——— 有可能癌变

增生一般是属于良性的，
指的是细胞有丝分裂活跃，导
致组织或器官内细胞数目增多
的现象。增生就是组织里的细
胞增多，体积增大，常见的增生
有乳腺增生、前列腺增生、骨质
增生、疤痕增生等。绝大部分
增生，并不会转变为癌症，以乳
腺增生为例，大部分年轻女孩
都有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只
有少部分人会出现不典型增
生，转变为癌症。

总而言之，囊肿是不会癌
变的，结节、息肉或者增生，都
有可能转变为癌症，需要定期
复查或者处理。

另外，如果想要早期发现
癌症，最好是选择正规专业医
院的体检机构，根据自身的情
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套餐，
最好是防癌体检套餐。对于某
些高危人群，可以加做一些特
殊的检查项目，例如长期抽烟
的人群，可以加做胸部CT检
查；有胃肠家族史，慢性肠炎的
患者，加做结肠镜检查；长期抽
烟喝酒的男性，如果有咽喉不
适感，应该考虑做喉镜检查。

据健康时报、科普中国

很多人年年体检，突然有一天医生告诉你查出了癌症，并且还是晚期，让人不敢相信。
比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李咏，从诊断出癌症到去世，仅仅17个月。于是有很多人疑惑，癌症的

发生不是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吗？有的人年年单位组织体检，为什么去年体检没有发现异
常，今年却查出癌症晚期？

这或许是困惑很多人的问题，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上了年纪补钙不吸收?是没补对
经常有人问：“年纪大了，

钙还能补得进去吗？”其实人的
一生中，对钙的需求是贯穿始
终的，钙是日常生理需要，30岁
以后钙流失无法逆转。随着年
龄增长，及时有效地补钙，骨密
度才会缓慢下降，一般不会出
现骨质疏松的临床症状。而不
补钙，则会加速钙的负平衡，导
致骨质疏松的出现。

常见的两大补钙误区

■误区1
我已经吃了两个月钙片

了，怎么查了骨密度还是骨质
疏松啊？

事实上，这种短期补钙不
会改变骨量，只能对血钙短暂
调节。钙的补充有疗程，按年
计算。这样观察才能有效。
■误区2

补钙多了会得肾结石、血
管硬化，还是不要补了。

恰恰相反，缺钙的人更易
患肾结石，其发生风险是正常
人的6倍。人每天摄入草酸，进
入血液，进入肾循环，和钙结
合，钙量稳定，草酸浓度下降；
若血钙少，易出现高浓度草酸，
更易出现草酸钙形成结石。另
外，血管硬化是血脂在血管内
膜沉积，不是钙在血管内膜形
成了钙结石。

全方位补钙最有效

到底哪种补钙方法最有
效？专家建议，补钙应注意全
方位、多角度。
■食物补充

奶制品、豆制品、虾皮、芝
麻、新鲜蔬菜等，这些高钙食物
应多食用。
■力学作用

行走、肌肉力量训练都可
促进钙吸收。当肌肉放松时补
钙难以进行，如髋关节置换术

后，好身体也会发生骨质疏松。
受重力影响，骨骼会对抗重力，
这就促进了钙的正向摄入。手
术后卧床，可进行主动和被动
运动、非负重运动、肢体对抗训
练，来延缓钙的流失。
■足量补钙

人体每天需补钙1000毫
克，30岁后如果不补钙，人体就
要动用骨骼的“库存”。欧美人
饮食以蛋、奶、肉类为主，含钙
充足。中国人饮食以米、面、蔬
菜为主，每天要喝两袋奶（含钙
量约400毫克）才能满足钙的日
需量。老年人和青少年钙日需
量要大于1000毫克，年轻人若
有临床缺钙症状也需大于1000
毫克。

钙和维生素D同补，钙磷比
例合适，才能促进钙吸收。双
膦酸盐抑制破骨细胞活性，促
进钙吸收，保持钙正常，减少破
骨作用。降钙素可将血中钙含
量降低，补充钙的不足。

钙流失高危人群

这些人群因各种原因都属
于钙流失高危人群：青少年发
育期的肥胖儿童；吸烟和饮酒
人群；运动受伤和手术后患者；

孕妇、哺乳期妇女；子宫、卵巢
切除的女性；更年期女性；运动
过量者，由于微骨折、骨损伤的
修复也会导致钙流失；内分泌
系统疾病患者；震颤性麻痹患
者；透析患者。

据《北京晚报》

年年年年体体检检，，为为什什么么发发现现问问题题时时就就晚晚了了？？

体体检检你你可可能能疏疏忽忽了了
三三件件事事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