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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雅玲）11月是“全球
肺癌关注月”。肺癌是发病率与死亡率
增长最快，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
的恶性肿瘤之一。珠海市肺结节专病诊
疗中心专家提醒，肺癌的早期诊断至关
重要，能极大提高生存率，早期手术切除
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

哪些人群要进行肺癌早筛

据了解，早期肺癌症状相当隐蔽，与
普通咳嗽、气喘、肩痛相似，患者通常没有
特殊的感觉，容易被忽视，加上常规体检的
B超、胸片很难发现早期肺癌。一旦症状
严重就医时，80%的患者已经到了疾病中
晚期，且发现后五年生存率很低。

珠海市肺结节专病诊疗中心主任、
中大五院外科主任曹庆东教授表示，年
龄50-75岁，至少合并以下一项危险因
素者，建议进行肺癌早筛：吸烟≥20包/
年，其中也包括曾经吸烟，戒烟少于15
年者；被动吸烟者；有职业暴露史（石棉、
铍、铀、氡等接触者）；有恶性肿瘤史或肺
癌家族史；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弥漫性
肺纤维化病史；长期接触油烟和二手烟
或其他污染环境的人群也应纳入肺癌筛
查范围。

莫让肺结节变心结

如今，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增强，肺
部小结节检出率越来越高，有的单位甚
至一半人发现肺部小结节。因空气中的
灰尘、细菌、病毒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疾病
都会诱发肺结节，加上高分辨率CT的
普及，肺结节的筛查率、显示率越来越
高，简单来说就是现在检测水平高了，让
原来就存在的肺结节被发现了。

曹庆东表示，听到有肺结节，很多人
都会惊慌失措，要么害怕结节是癌，要么
担心结节将来变成癌，甚至都成了心结，
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其实，肺结节≠肺
癌。

他介绍，肺结节是指肺中的呈圆形
或类圆形生长的病灶，直径小于或等于
30毫米。直径大于30毫米的，称之为

“肺肿块”，属于肺癌的概率较大。临床
上，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只要
定期复查即可，市民不必过于紧张，要理
性、科学对待。

肺结节不能“一刀切”

很多人觉得，既然肺结节有癌变风
险，那就直接切除。其实不然，治疗结节
不能盲目选择“一刀切”。曹庆东表示，一
方面，切除结节可能存在损伤正常组织的
风险；另一方面，某些肺结节存在自己“消
失”的可能，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
况，做出针对性判断。

相反，不打针不吃药不开刀并不意味
着忽视或坐视不理，绝大多数低危肺结节只
需定期复查随访，密切关注即可。曹庆东指
出，对于肺结节，医生既要做到早诊早治又
不可过度诊断、过度治疗；市民既要重视早
筛，也不可盲目地一发现就要求手术切除，
不要轻信小广告、不要网络问诊或简单地
以自身感觉和症状评判，要到专业医疗机
构进行科学诊断。

曹庆东提醒，虽然早期肺癌没有特
异性临床表现，但若出现以下临床表现
时要警惕肺癌可能：持续刺激性干咳，
无痰或少痰；痰中带血或咯血；胸闷气
短；胸痛；持续发热，抗生素治疗效果不
明显。

如何正确对待
肺部结节？
专家为你解开“心结”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
60岁的王大爷刚退休，每
天和老同事喝喝茶、聊聊
天，退休生活享受了没多
久，却觉得右脚没力气，一
开始以为是人年纪大了“人
老腿先衰”，没想到问题越
来越严重……家属得知后
赶紧带其前往广东省中医
院珠海医院就诊，经检查发
现王大爷原来是下肢动脉
硬化闭塞症，有截肢风险！

哪些人容易得下肢动
脉硬化闭塞症

王大爷在导诊的建议
下挂了介入科门诊，刚好广
东省中医院介入科主任常
钢来珠海出诊，查体发现患
者右下肢肤温明显下降，背
动脉和腘动脉摸不到，查了
下肢动脉彩超，发现右侧股
动脉远端已经基本没有血

流通过了。
常钢赶紧告知患者和

家属，这是下肢动脉硬化闭
塞症，需要及时住院治疗，
否则右下肢长期缺血，会有

“烂脚”甚至截肢的风险。
患者和家属却不明白：老人
家平时身体一直很好，怎么
突然就得病了呢？常钢看
着患者发黄的右手食指和
中指，准确地指出玄机：病
因就在“手上”。

“常年吸烟是下肢动脉
硬化闭塞症发生的重要因
素之一，且疾病的严重程度
和吸烟量呈正相关。”常钢
介绍，另外性别、年龄、糖尿
病、高血压、血脂异常、高同
型半胱氨酸血症、慢性肾功
能不全等都会使下肢动脉
硬化闭塞症发病率升高。
患者吸烟史很久，随着年龄
增长，发病风险自然也越来

越大。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是由于下肢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形成，引起下肢动脉狭
窄、闭塞，进而导致肢体慢
性缺血。这种疾病会引起
下肢间歇性跛行、皮温降
低、疼痛、皮肤苍白，甚至发
生溃疡或坏死等临床表现。

如何防治下肢动脉硬
化闭塞症

据悉，介入手术对下肢
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血供恢
复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
不是做了介入手术就万事
大吉了。常钢提醒，不管是
预防疾病，还是手术后康
复，都要记住这4件事：

戒烟、避免二手烟。吸
烟不仅会影响外周动脉血
管疾病，还会引起很多心血
管、呼吸系统疾病，吸二手

烟的危害更大。
“三高”。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等基础病的人群
发生下肢动脉疾病的可能
性比别人更大，要按时吃
药，指标控制不好的时候及
时到相应专科就诊调整用
药方案。

日常要清淡饮食为
主。清淡饮食不是每天白
粥、青菜，应包括蛋白质、脂
肪、氨基酸等营养的摄入，
只要不是每天大鱼大肉，家
常饮食即可。一定要尽量
避免高油、高糖、高盐的饮
食，如麻辣火锅、蛋糕甜品、
腌制食品等。

保持良好心情。如果
得了下肢动脉疾病也不必
太过忧虑，介入医生会帮助
大家更快速恢复，但要更改
不良的习惯，按时吃药，用
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6旬“烟民”突感右腿无力
一查竟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差点截肢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
最近，一名年轻的妈妈小丽
（化名）进行了乳腺体检，体
检报告上“双侧乳腺多发囊
肿”这几个字让她非常恐惧，
彻夜难眠。乳腺囊肿到底是
什么？市妇幼保健院乳腺外
科陈伟荣主任医师为广大女
性朋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
纱：乳腺囊肿更像是乳房里
的水泡，绝大多数都是良性
的，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手术
处理，定期复查就好了。

乳腺囊肿有何症状

陈伟荣介绍，乳腺囊肿
是一种常见的乳腺问题，通
常是指乳房内形成的液体或
囊状物质积聚，形成肿块。
这种囊肿在触摸时通常是柔
软、弹性和可移动的。囊肿

的大小、数量和位置都可以
不同，有时可能会出现单个
囊肿，有时可能是多个。

“乳腺囊肿的具体成因
尚不清楚，但一般认为与乳
腺内激素平衡有关，也有研
究发现其与一些特定基因
突变有关。”陈伟荣表示，在
女性的月经周期中，激素的
变化可能导致乳腺组织产
生液体积聚，从而形成囊
肿。乳腺囊肿通常在月经
后减小，但在月经前可能会
变得更大。

当乳腺囊肿很小的时
候，几乎不会有任何症状。
一些囊肿长大后可能会被
触摸到，一般是柔软的、圆
形的，而且可能随着月经周
期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囊
肿感染或一些特殊情况可

能会造成局部疼痛或炎症。

如何诊断与处理乳腺
囊肿

陈伟荣建议，如果发现
乳腺中有肿块或囊肿，应该
尽早咨询专业医生进行评
估和诊断。医生通常会进
行体格检查，乳腺超声或其
他影像学检查，以排除其他
可能性并确定囊肿的性质。

大多数乳腺囊肿是良
性的，无需特别治疗。多数
情况下，医生可能会建议定
期的随访观察。然而，如果
囊肿引起明显的疼痛、不
适，或者经过影像学检查存
在不确定性，医生可能会建
议进行囊液抽取，以减轻症
状和确认囊肿性质。个别
的乳腺囊肿也需要手术明

确性质。
乳腺囊肿，就像是乳房

中的小水泡或柔软的蓄水
池，悄然存在于乳腺组织之
中。这些微小的囊状结构，
可能在不经意间出现，有时
可能引起轻微的不适。多
发的乳腺囊肿会给人带来
恐惧，但通常情况下，它们
是良性的、无害的存在。就
像是乳房中的小秘密，乳腺
囊肿不应被过度担忧。

陈伟荣提醒，在发现肿
块或囊肿时，及时咨询乳腺
外科医生是非常重要的。通
过医生的评估和建议，患者
可以获得明确的诊断和适当
的处理方案，从而更好地维
护乳腺健康，了解自己的身
体并定期检查是预防和早期
发现乳腺问题的关键。

查出乳腺囊肿不要慌！
正确认知是关键

近期，儿童支原体肺炎广受
关注。患儿什么时候具有传染
性？是否需要输液、“洗肺”？担
心医院人多能否自行用药？记者
在11月12日世界肺炎日到来之
际，采访了相关医学专家。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副主
任医师周薇表示，有些家长认为
静脉输液优于口服治疗，实际上
没有这样的结论。应根据患儿的
病情选择治疗方式，重症肺炎的
患儿可以选择静脉输液，而大部
分患儿属于轻症，可以口服药物
治疗。 新华社发

警惕儿童
支原体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