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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又进入体检高峰期。近日，

记者从我市各大医院了解到，很多单位给员
工安排了健康体检。除了单位组织的统一
体检外，自费体检的市民也不少。体检报告
是体检者最近一个阶段的健康总结，然而有
的市民对体检报告却很不重视，有的人想重
视，但体检报告单上晦涩的专业术语和难懂
的数据却如“雾里看花”。当拿到体检报告，
看到“增生”“结节”“囊肿”等字眼时，不少人
都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体检选择什么项目？什么时机体检最
好？怎样读懂体检报告？青大附院体检中
心副主任医师马先福提示，定期体检是收集
个人健康数据、掌握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途
径，应重视体检报告，并遵医嘱或定期复查，
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应尽早咨询相关医
生，把体检报告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指导日
常保健养生。

每次健康体检
都要认真对待

据了解，很多人不重视单位体检，认为单
位组织的体检检查项目少，只是走过场应付，
甚至有些人放弃单位体检。“市民不重视体检
报告的现象还比较常见，这让部分人的体检
流于形式。”马先福表示，一些体检者拿到报
告后往往是看一眼有无异常，便一扔了之。
甚至有市民拿到体检报告后，即便发现异常，
也不去医院咨询或随访复查。有的市民某项
检查已在体检中做过，但日后就医时医生询
问起来，却表示不记得体检结果。

的确，由于个体差异，很多单位统一安排
的体检针对性不强，并不能发现所有的健康
隐患。不过，常规的体检套餐通常包含了最
基本、最主要的健康检查项目，对血液、心血
管、肝肾肺、生殖系统疾病等常见的、关键的
健康隐患有了最基础的把关，是身体健康的
第一道防线，还是需要认真对待。“忽视体检
报告，对身体发出的血压、血糖异常等报警信
号置之不理，久而久之，小病会酿成大病，就
失去了体检的作用。”马先福说。

重视“复查”建议
请医生综合分析

“体检报告中常出现的‘复查’‘定期复
查’‘进一步检查’等术语，一定要高度重视。”
马先福说。

通常来说，拿到体检报告后，要先看有没
有出现向上或向下的箭头，如果有，说明某一
指标偏离正常参照值，当然应引起重视，因为
往往有些指标的变化，是某种疾病的预兆。

“当然，一些检查指标的异常不代表一定会患
有什么疾病，因为单一的一项检查往往是不
能去诊断某一种疾病的发生，也不能判断整
个的身体情况，所以体检者可以先阅读一下
医生给出的总结，如果阅读后还不太理解，应
咨询相关医生，由医生综合分析。”马先福称。

同时，要读懂专家建议，“定期、年度复
诊”：安全性大；“建议××个月复查”：安全性
差，高度警惕；“建议及时到某某科室进一步
检查”：要更加小心，尽早到相关科室。

有“异常”别担心
要分门别类判定

甲状腺结节多是良性 马先福说，这两年
甲状腺异常的检出率也高。他认为，检出甲
状腺结节也不用太害怕，绝大多数人的甲状
腺结节是良性的，恶性结节的比例只占5%—
10%。即使最后确诊为癌症，90%左右的甲状
腺癌也是可治愈的。马先福建议相关单位增
加甲状腺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

别太担心小的肺结节 马先福说，生活压
力大，长期吸烟、烟尘接触、熬夜、不运动导致
免疫力低下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肺结节的诱
发因素。肺部小结节大部分由良性疾病引
起，临床上认为，小于2厘米的肺结节，90%以
上是良性的。小于6毫米肺结节是肺癌的概

率不到1%，市民并不需要太过担心，一般建议6
毫米以下的肺结节一年定期随访。由于肺结节
在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因此定期体检，
早发现早治疗是最好的方法。

乳腺增生是生理性变化 在医院参与体检
的人群中，近一半女性存在乳腺异常。乳腺小
叶增生又叫乳腺增生，可以说是女性的一种生
理现象。单纯的囊肿一般与乳腺癌无关，但突
然快速长大的囊肿要引起重视。与乳腺癌有关
的是“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不同于乳腺小
叶增生，它其实是一种癌前病变。

值得注意的是，乳腺结节有几种类型，包括
实性结节、囊性结节、纤维瘤等。做完乳腺B超
后，显示结节为1—2级（类）的不必特别担心，一
般都是良性，乳腺纤维瘤属于良性肿瘤，多发于
年轻女性，保持一年一次左右的定期随访即可；
突然增大的结节，3级（类）及以上结节要特别警
惕，需到乳腺专科门诊咨询。

偶尔转氨酶指标增高别害怕 不少人拿到
检查报告后发现转氨酶升高就担忧，转氨酶是
较敏感的指标，多种因素会导致转氨酶升高，如
睡眠不足或熬夜、情绪波动过大、某些药物以及
剧烈运动等，一般停止用药、平和心态和休息后
转氨酶水平就能恢复正常。若多次检查转氨酶
水平持续性升高，应警惕肝胆疾病。

心脏早搏：没症状不用治疗 大多数健康的
成年人和心脏病患者会出现早搏，只要没有器
质性心脏病的室性早搏，不必做特殊处理。但
出现器质性心脏病室性早搏时，还需积极配合
医生治疗。

体检报告保管好
建立“健康档案”

马先福提醒，每次体检结束后，一定要好好
保管体检报告。即使每年体检都没问题，也应
该把以前的体检报告保存起来，作为对比参考，
这也是一份自己的“健康档案”。

“因为有的人虽然体检结果一切正常，但与
其以前的体检报告对比发现，许多指标呈现逐
年增高趋势，如体重、血压、血糖等。”马先福解
释，这说明可能存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同样需要听从医生给出的健康生活忠告，根据
体检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个人的健康计划，坚
持做到平衡膳食、加强运动、保持好心态等，让
体检真正为我们的健康服务。此外，就医时或
体检时把以往的体检报告带上并出示给医生，
这样方便医生查看既往病史资料，医生会有针
对性地给你分析和制定体检套餐。

几个月前，王先生单位组织了体检，已
经步入中年的他把每年的体检当作一次大
考，而这次的考试成绩很不错，除了肺部有
些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外，同龄人开始出
现的毛病在他身上一点都没有。这样的体
检结果，让王先生很放心，直到一个月前，
王先生出现了频繁腹痛，以为是胃部毛病
的他，吃了几天胃药都不见好，这才想到上
医院做检查。直到做了肠镜后，医生才在
王先生的肠道里发现了肿瘤，活检显示这
已经是恶性肿瘤了。

“几个月前体检完全没问题，怎么突然
就有了肠癌？”看到结果的王先生傻了眼，
又翻出体检报告仔细看了一遍。肠癌到底
是怎么来的？原来，王先生的父亲就是一
位肠癌患者，翻出他的病理报告，发现两人
的肿瘤细胞位置都出奇一致。

“王先生有肠癌家族史，体检时更应该
关注这个毛病，比如，加上肠镜检查项目。”
马先福说，普通健康体检没法反映出体内
的肿瘤情况。

很多人把普通的健康体检和肿瘤筛查
混为一谈，但它们其实有很多不同，“一个
是普遍拉网，一个是针对性的检查，一个是
大众化，一个是个性化。”马先福告诉记者，
肿瘤筛查是一种更专业的体检方式，是针
对无症状的健康人群进行的一系列以发现
早期癌症和癌前病变为目的的医学检查。

做肿瘤筛查，首先要进行肿瘤风险的
问卷评估，然后和医生面对面交流评估。
按照一般流程，医生会参考风险评估结果，
仔细询问被检查者的身体状况、既往病史
和家族遗传史等，针对具体情况做相应的
个性化、针对性强的检查。

马先福说，防癌体检的目的是筛查常
见肿瘤，比如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癌
等，具体选择什么项目，要根据不同人群、
年龄、性别、家族史进行个性化选择。比如
45 岁以上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超
过35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做次乳腺B超和钼
靶，如果有乙肝史，建议每隔半年进行肝脏
B超和AFP的检查，50以上的人群最好也
进行胃肠镜检查……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徐小钦

年年体检仍患癌？
普通体检与肿瘤筛查区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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