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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压迫或炎症的多数囊肿

无症状的骨刺

无症状的前列腺钙化

偶发的转氨酶指标增高

三类尿常规指标异常

血常规轻微超标或降低

心脏早搏和心律不齐

“囊肿是一种良性包块，有的单独一

个，也有多个的，一般对健康影响不大，查

出也不必紧张。”徐爱民介绍，囊肿较小时

一般没有临床症状，且囊肿生长缓慢、恶

变机会小，只要囊肿没有对周围器官造成

压迫症状、器官功能障碍或发炎感染等，

基本不需特殊治疗，进行定期、规律的复

查即可。

专家介绍，常见的有宫颈囊肿、肝囊

肿、肾囊肿等。其中，宫颈囊肿多数是由

慢性炎症引起的，发生癌变的概率很低，

一般无需治疗，定期复查即可。肝囊肿大

多是先天性的，发病率较低，且不会影响

肝功能。只要囊肿不超过5厘米且没有

导致身体不适、出现一些临床症状，就不

需要药物或手术治疗。只需要定期随诊，

观察其大小变化即可。

如果肝囊肿、肾囊肿过大，可能压迫

邻近器官，引发不适症状，要积极治疗。

如出现并发症，像囊肿破裂、囊内出血等，

需进行外科手术治疗。

在体检报告心脏检查的异常情况中，

“心脏早搏”“心律不齐”属于高频词汇，这些

异常是病吗？需要治疗吗？

偶发的心脏早搏

徐爱民介绍，心脏的跳动是有规律的，

如果突然提前跳动，就被称为早搏（过早搏

动）。一般每分钟早搏次数低于6次为偶发

早搏，多为生理性早搏，易在剧烈运动、过度

疲劳熬夜、抽烟喝酒、喝过多咖啡浓茶、情绪

激动等情况下出现。

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些人会出现心脏早

搏，如果动态心电图评估是属于偶发的，而

且也没有明确症状，多数注意观察就可以，

通常无需药物治疗。若早搏频发，伴有胸

闷、气短或本身患有其他心脏疾病，则需要

及时到心脏内科进行评估。

窦性心律不齐

“人体右心房上有一个窦房结，它能自

动、有节律地产生电流，窦房结每发生1次

冲动，心脏就跳动1次，医学上称为‘窦性心

律’。因此，正常心律叫做窦性心律。”徐爱

民介绍，窦性心律节律相对规整，但心跳次

数也就是心率在时刻变化。“窦性心律不齐”

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它可能和人们做心

电图时的情绪有关，例如生气、紧张、兴奋，

包括服用某些药物后，都会影响到心律结

果，一般平静休息后可以缓解。

如果没有出现心慌等明显症状，窦性心

律不齐一般不需特殊处理。儿童、青少年在

发育期也常出现窦性心律不齐，不用特别治

疗，随着年龄增长大多会恢复正常。

在体检报告中，血常规等常规检验项目

后，会标注出对应的参考值，参考值通常代表

该项检查的正常范围。专家介绍，当某项指

标超过或低于参考值，体检报告上就会出现

“↑”“↓”。超标或者降低的值只多（少）一点

点，在检验医学上叫临界值。

“血常规检查出现临界值的情况很常

见，因为影响血液检测结果的因素很多。”徐

爱民介绍，例如血液采集的部位、保存方式

及送检时间等，性别、年龄、居住地的海拔高

度甚至包括季节的变化都可能对检查结果

产生干扰。因此，在指标只高一点点或低一

点点且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医生一般认

为没有问题。

专家提醒，如果的确有一些不舒服的症

状，即使检测结果与正常参考值的差距比较

小，也可能是疾病早期的提示，需要进一步

检查诊断。

一管尿液交给医生后，就能拿到一张有

几十项指标的尿常规报告单，专家指出，以

下指标即使结果显示异常，也可能是正常的

——

尿胆原阳性：
喝水少可能导致异常

尿液浓缩，尿色深黄，就会出现尿胆原

阳性。例如喝水很少时或早晨第一次排尿，

颜色都会比较深。如果胆红素同时也是阳

性，需要查血液的胆红素水平，排除肝胆胰

腺疾病。

尿比重偏高/偏低：
喝水不足或过多可能异常

尿比重反映了尿液的浓缩程度。出汗

很多、喝水不足时，可能会出现尿比重高于

正常值，即假阳性；反之，大量饮水后，尿液

得到稀释，尿比重可能低于正常值，出现假

阴性。

尿酮体阳性：
饥饿可能导致异常

酮体是脂肪分解代谢的产物，正常在尿

中应是阴性，在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尿

液中则会出现阳性。但是，如果不存在尿糖

阳性，体型偏瘦的人若较长时间未进食，也

可能由于饥饿导致尿酮体阳性，此时适当进

食饮水即可，无需就诊。

在抽血检查化验单中，“转氨酶↑”的

字样让人容易神经紧绷。徐爱民介绍，服

用某些药物、饮酒、熬夜或剧烈运动等都

会引起转氨酶升高，在停药或休息后，转

氨酶可恢复正常。但如果转氨酶持续增

高，就要怀疑是肝胆疾病问题，要进一步

检查。

“前列腺钙化，就好比手划破了一个

小口子，感染了炎症，炎性反应后留下了

疤痕。”徐爱民介绍，前列腺钙化就是前列

腺炎后留下疤痕，对身体没有负面影响。

大多数人检查出来时没有任何症状和体

征，一般定期复查即可，不用过度忧虑、治

疗。但是，如果当下有前列腺炎症状（如

尿频、尿急、尿不尽、会阴不适、腰酸腰痛

等），就要及时明确病因并治疗。

“骨刺其实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性反

应，就是身体在老化过程中，因为受力

的不均匀，使局部的骨头受刺激不均

匀，从而导致了骨刺的发生。”徐爱民介

绍，只要不发炎，骨刺其实是对身体的

一种保护性改变，这时可以完全不用理

睬它。

专家提醒，如果已经长了骨刺，要

努力延缓关节的衰老。避免有害动作，遵

循“九字原则”——要活动、省着用、不逞

强，不要特意去爬山爬楼。

轻微颈动脉粥样斑块

颈动脉斑块、心律不齐、心脏早搏、转氨酶指标增高……体检报告中，有些异常结果让不少人心
情忐忑，但其实无需过度担心，有的甚至不需要治疗。

有哪些常见却不宜过度治疗的体检异常？该如何正确应对这类异常？本期带您一起盘点那些
不必惊慌的轻度异常。 ■据人民网

这些体检异常 大可不必惊慌

看到体检报告显示有“颈动脉斑块”，不

少人会感到恐慌，这是不是代表容易中风？

“颈动脉粥样斑块是动脉管壁上沉积了

一层蜡样的脂类，使动脉弹性减低、管腔变

窄。”北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副主任徐爱民

介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酗酒、

运动少等都是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危险因

素。整体来看，颈动脉斑块的形成与年龄关

系更密切，随着年龄增长，即使没有上述危

险因素，也可能出现颈动脉斑块。一个人颈

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大约从青春期就开始

隐隐发生，40岁后变得明显，60岁后几乎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颈动脉斑块。

专家指出，大多数颈动脉斑块不需要进

行手术治疗，只有当斑块长到一定程度，造

成血管一定程度的狭窄并影响了大脑的正

常血液供应时，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如果是轻微斑块，例如只有1—2个硬

斑块且血管狭窄面积不超过50%，定期复

查的同时，积极控制引起颈动脉斑块的危险

因素尤为重要。”徐爱民强调，要养成少油、

少盐的健康饮食习惯，多吃蔬菜、少吃肥肉，

适当加强锻炼等，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可以

减缓斑块增长速度。

生气易诱发心梗
冬季预防这样做

经常有人说，气到心梗，这是为什

么呢？如果不幸出现心梗，应该如何

紧急处理？寒冬时节，温度骤降，如何

预防心梗发作？近日，西安交通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魏瑾为

大家讲解相关知识。

生气为什么会容易诱发心梗？魏

瑾表示，生气或情绪激动等应激反应，

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分泌大

量儿茶酚胺，后者会导致血压上升，心

跳加快，心肌收缩增强，耗氧量增加，

从而加重心脏负担，导致心肌缺血，从

而诱发心梗。

“其实心梗发作有时间轨迹的。”

魏瑾表示，发病前1小时，患者会感觉

胸痛等症状越来越严重，此时如能尽

早就诊，还有机会把心梗扼杀在摇篮

里。

“心梗真正发病时，患者会感觉胸

口压着一块大石头，伴有呼吸困难，大

汗，甚至有濒死感。”魏瑾提醒，此时应

安静休息，切忌自己去买药，也不可自

行前往医院。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

电话，等待救援，并立即坐下或平躺，

不进行任何活动。

在寒冬时节，应该如何有效预防

心梗？魏瑾建议，一要注意保暖；二要

加强生活管理，包括规律作息、合理饮

食、适量运动；三要保持心态平衡，及时

释放压力；四要积极治疗基础疾病等。

■据人民网

冬季养生应顺应自然界闭藏规

律，保健的要点如下：

起床要缓。冬季是冠心病、急性

心肌梗死的高发期。寒冷刺激会引起

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因此，中老

年人在每日起床时，要以“缓”为要，牢

记这3个“半分钟”：醒来后在床上躺

半分钟；然后慢慢起来坐半分钟；再将

两条腿下垂在床沿边等半分钟，然后

再站起来走动。

吃点“白食”。冬季，北方家庭多

使用供暖，南方多使用空调，环境愈加

干燥，许多人皮肤变得干燥、皲裂、脱

皮，出现瘙痒。对此，除了要及时涂抹

油性的润肤霜外，最根本的还是要从

内“润”。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解决

冬季皮肤瘙痒等问题要从肺入手。常

吃白色食物，如白木耳、花生、白果、山

药、胡桃仁、百合等，能健脾润肺、养血

润肤、缓解干燥。

加一杯水。冬季天气寒冷、干燥，

再加上室内温度不低、蒸发量大，若不

能及时补充水分，很容易造成血液黏

稠度升高，进而诱发脑卒中等意外。

建议晨起和夜间都喝杯温水，小口小

口喝下。睡前喝200毫升水，有助于

降低血黏度；起床后喝200毫升水，能

稀释血液。

多晒太阳。我国传统医学理论认

为常晒太阳能补充人体阳气。清代著

名养生家曹庭栋提出“背日光而坐”。

背梁得有微暖，能使遍体和畅，此法尤

其适用于老年群体的健康保健。

■据人民网

冬季保健
有“要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