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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肺部结节被检出。
一旦发现肺部结节，很多人就
如临大敌，担心自己是患上了
肺癌。肺结节不等同于肺癌。

什么是肺结节
肺结节是指肺部出现的直

径小于或等于 3 厘米的圆形或
类圆形、不透明的病灶。它可
以是孤立的，也可以是多个出
现。肺结节可以是良性的，也
可以是恶性的，其中良性的可
能性较大。良性结节是由肺部
炎症、结核、霉菌感染等原因引
起，而恶性结节则可能是肺癌
的表现。

肺结节的诊断依据
要诊断肺结节的性质需要

结合多方面的信息，包括患者

的病史、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
及实验室检查等。其中，影像
学检查是最常用的手段，主要
包括 X 线、CT（计算机层析成
像）等。

在影像学检查中，医生会根
据结节的大小、形态、边缘、密
度等因素来判断其良恶性。一
般来说，结节越大、形态越不规
则、边缘越模糊、密度越不均
匀，恶性的可能性就越大。但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并不
是绝对的，很多良性结节也可
能具有上述特征。

不要轻易下诊断
由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

难度较大，医生在诊断时需要非
常慎重。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如增强CT、

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
层显像）等，以获取更多的信
息。同时，医生还会结合患者的
临床表现和其他检查结果进行
综合分析，以做出更准确的诊
断。

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和家属
也需要保持冷静和耐心，不要
过于焦虑或恐慌。过度的担忧
不仅不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还可能影响患者的心理健
康。正确的做法是积极配合医
生的检查和治疗，同时保持良
好的心态和生活习惯。

肺结节的处理原则
对于肺结节的处理，通常

遵循“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性”
的原则。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结合各种检查结果和

专业知识，制定个体化的治疗
方案。对于疑似恶性的肺结
节，可能需要进行手术切除；而
对于良性结节，则可能采取观
察、药物治疗等保守治疗方法。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肺结
节的处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
是良性结节，也有可能发生变
化或恶变。因此，患者在接受
治疗后需要定期进行复查和随
访，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
变化。

如何预防肺结节
虽然肺结节的具体成因尚

未完全明确，但一些已知的风
险因素已经被确定，长期吸烟、
暴露在空气污染环境中、有家
族肺癌史等都是肺结节的高危
因素。因此，预防肺结节需要

从这些方面入手：
戒烟 吸烟是肺结节和肺癌

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尽早戒
烟可以大大降低患肺结节和肺
癌的风险。

避免暴露于空气污染环境
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气污
染严重的环境中，比如工厂、工
地等。出门时可以佩戴口罩，
减少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吸入。

健康饮食和锻炼 保持健康
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体育锻炼
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减少
疾病的发生。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体检可
以及早发现肺结节等异常情
况，为早期治疗提供机会。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临沂市
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影像科）

肺炎支原体是一类常见的病原体，常
常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威胁。其引发的肺
炎支原体肺炎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还可能带来严重的并发症。因此，准确、
快速地诊断肺炎支原体感染至关重要。
作为重要的诊断手段之一，肺炎支原体的
免疫学检查值得我们深入了解。

首先，我们来谈谈血清学检测。血清
学检测是诊断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一种传
统而有效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检
测患者血清中的特异性抗体来推断是否
存在肺炎支原体感染。具体而言，医生会
在患者感染初期和恢复期分别采集血清
样本，并对其中的抗体水平进行测定。如
果恢复期抗体水平明显高于感染初期，尤
其是当 IgM（免疫球蛋白 M）抗体出现显
著升高时，便可初步判断患者感染了肺炎
支原体。

血清学检测的优点在于操作简单、成
本较低，且适用于大规模筛查。然而，这种
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抗体水
平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感染
初期，抗体水平可能尚未升高，导致假阴性
结果出现。其次，血清学检测无法区分既
往感染和现行感染，某些患者可能存在误
诊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分子生物学
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是一种基于核酸
扩增技术的检测方法，具有高敏感性和高
特异性。通过提取患者呼吸道分泌物等
样本中的核酸，利用PCR（聚合酶链式反
应）等技术进行扩增和检测，可以直接检
测到肺炎支原体的存在。这种方法不仅
能够在感染早期快速诊断肺炎支原体感
染，还能够对不同类型的肺炎支原体进行
鉴别。

分子生物学检测的优点是准确性高、
速度快，对于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具有重
要意义。但是这种方法对实验室条件和
操作技术要求较高，且成本相对较高。因
此，难以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及。

最后，我们来谈谈细胞培养法。细胞
培养法是一种经典的肺炎支原体检测方
法。其原理是将患者呼吸道分泌物等样
本接种到特定的细胞培养基中，通过观察
细胞的生长和变化来判断是否存在肺炎
支原体感染。这种方法能够直接观察到
肺炎支原体的生长情况，具有较高的准确
性。

细胞培养法也存在一些不足。该方
法操作繁琐、耗时较长，通常需要数周时
间才能得到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临床诊断中的
应用。细胞培养法对实验室条件和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
较高，不易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及。此外，由于肺炎支原体
的生长条件较为苛刻，使细胞培养法的成功率也受到一定影
响。

这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在实际应用中，医生通常会结
合患者的临床表现、病史及其他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此
外，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免疫学检查方法也在不
断涌现，为肺炎支原体的诊断提供了更多选择。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
医学科）

基因检测已成为当今医学
领域的一大热点。基因检测不
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遗
传特征，预防遗传性疾病，还可
以为个体化医疗提供有力支
持。

基因与遗传
要了解基因检测，首先需

要了解基因和遗传的基本概
念。基因是生物体内负责遗传
信息传递的基本单位，位于染
色体上，由 DNA（脱氧核糖核
酸）分子组成。基因决定了生
物的遗传特征，比如外貌、性
格、智力等。遗传是指生物体
的基因在繁殖过程中传递给后
代的现象。遗传规律由奥地利
生物学家孟德尔在 19 世纪中
叶发现，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
基础。

基因检测技术
基因检测是通过分析个体

的基因信息来预测其患病的风
险、药物的敏感性及个体的生
理特征等方面的技术。基因检
测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基因测序 基因测序是一
种直接测定DNA序列的技术，
可以全面了解个体的基因信
息。基因测序技术分为第一
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测序。其
中，第三代测序技术具有高通
量、高速度、低成本等优点，已
广泛应用于临床检测和科研领
域。

基因芯片 基因芯片是一
种高通量、快速、低成本的分
析基因表达和基因型的方法，
通过将大量基因片段固定在
固体表面上，与待测样本中的
基因进行杂交，从而获取基因
信息。

聚 合 酶 链 反 应（PCR）
PCR是一种在体外扩增DNA
片段的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
检测基因变异。PCR 技术已
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法医学、
微生物学等领域。

基因检测的应用
基因检测在医学领域具有

广泛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遗传性疾病筛查 基因检
测可以帮助携带遗传病基因的
家庭了解患病风险，提前采取
预防措施。例如地中海贫血、
苯丙酮尿症等遗传性疾病，通
过基因检测可以及早发现隐
患，避免疾病的发生。

肿瘤个体化治疗 基因检
测可以为肿瘤患者提供个体化
的治疗方案。通过分析肿瘤细
胞的基因变异，医生可以判断
患者对哪种药物敏感，从而制
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提高治
疗效果。

药物敏感性检测 基因检
测可以帮助医生了解患者对特
定药物的敏感性，避免药物不
良反应。例如华法林抗凝药
物，不同基因型的患者用药剂
量差异较大，基因检测可以为
患者提供个体化的用药方案。

基因身份证 基因检测可
以为个体提供独特的基因身份
证，用于法医学、亲子鉴定等领
域。

面临的挑战与争议
尽管基因检测技术带来了

许多便利，但也面临着伦理、法
律和社会接受度等方面的挑
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隐私保护 基因检测涉及
个人隐私，如何确保基因信息
安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因歧视 基因检测结果
对携带某些“不利基因”或“缺
陷基因”者的社会活动产生不
利的影响，要防止基因歧视现
象的发生。

基因改造 基因编辑技术
的发展使得基因改造成为可
能。如何界定基因改造的伦理
界限，防止滥用，需要完善法律
加以约束。（作者供职于河南省
内黄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颈动脉斑块是颈动脉壁内发
生脂质沉积，导致血管局部增厚、
变硬，最终导致血管内产生外观呈
现黄色、内部像粥一样的块状物，
这一过程被称作动脉粥样硬化。
通俗地讲，颈动脉就好比一根水
管，水在水管里流动，时间长了，水
管壁上会沉积大量水垢。血液在
血管里不停地流动，血液里的一些
脂质成分会慢慢沉积在血管壁上，
颈动脉斑块就是血管壁上的水锈
和污垢，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血管狭
窄和堵塞。

颈动脉斑块较小时，患者可
能不会出现明显临床症状，当颈
动脉狭窄超过 50%，患者可能出现
脑供血不足症状，比如会出现头
痛、头晕、记忆力下降等非特异的
表现。当斑块导致颈动脉重度狭
窄 或 颈 动 脉 斑 块 破 裂 形 成 血 栓
时，会对脑部的血供造成影响，从
而导致患者出现急性偏瘫、失语、

视物障碍等，严重的甚至会危及
患者的生命。颈动脉斑块导致的
最常见的危害是脑卒中（俗称中
风）。

了解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后，我
们应该如何及时发现并预防呢？
答案是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

颈动脉超声检查是应用超声
波的反射和散射来显示血管结构，
应用多普勒效应获取血管内血流
信息的影像学检查技术，可以对颈
动脉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具有
安全、无创、无辐射等优点。

颈动脉超声检查是筛查颈动
脉斑块的较便捷手段，能够准确评
估血管内中膜是否增厚，有无斑块
形成，斑块的位置、大小、回声、形
态、稳定性，斑块是否有造成血管
狭窄及狭窄位置、程度、有无闭塞
等详细情况，进行准确的测量，并
对动脉的血流动力学进行分析，从
而帮助临床医生精准判断患者病

情，预估卒中风险，决定各种预防
和治疗方式。

有斑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斑
块不稳定。

斑块分为稳定斑块和不稳定
斑块（易损斑块）。稳定斑块像皮
厚馅少的饺子，不容易破裂；不稳
定斑块则如同皮薄馅多的饺子，容
易发生破裂，形成血栓，堵塞脑血
管。

普通颈动脉超声检查可以评
估斑块的稳定性，特别是溃疡斑
块、斑块表面血栓等，但有一定的
局限性。

超声造影是在常规超声检查
的基础上，通过静脉注射超声造影
剂，提高易损斑块检出率，特别是
评估斑块内新生血管情况，是一种
有效的检查方法，对于指导临床治
疗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医院
超声科）

尿微量白蛋白是指在尿液中
出现的微量白蛋白。白蛋白是一
种重要的血浆蛋白质，正常情况
下，由于肾脏的滤过屏障作用，白
蛋白很少会出现在尿液中。当肾
脏受到损伤或存在某些疾病时，这
种滤过屏障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导致白蛋白进入尿液中，从而形成
尿微量白蛋白。

尿微量白蛋白检验已经成为
重要的健康筛查手段之一。通过
这一检验，我们可以更早地发现并
预防一些潜在的肾脏疾病或其他
健康问题。

意义
肾脏疾病往往起病隐匿，早期

症状不明显，一旦出现明显的症
状，往往已经发展到较为严重的阶
段。因此，通过尿微量白蛋白检
验，我们可以在肾脏疾病早期就进
行干预和治疗，从而提高治疗效
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会
使肾脏功能受损，尿微量白蛋白检
验可以用于评估其对肾脏的损害

程度，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尿微量白蛋白检验通常采用
尿液样本的方式。一般来说，医生
会要求患者提供清晨第一次排尿
的尿液样本，这样可以更准确地反
映患者的肾脏状况。在收集尿液
样本时，要避免污染，保持尿液样
本的清洁和完整。

样本收集完毕后，医生会让患
者将尿液样本送至实验室进行检
测。实验室会使用特定的仪器和
方法来检测尿液中的白蛋白含量，
从而得出尿微量白蛋白的检测结
果。

注意事项
在进行尿微量白蛋白检验时，

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饮食调整 在检验前，患者应

避免摄入过多高蛋白食物，以免干
扰检验结果。同时，保持良好的饮
食习惯，有助于维护肾脏健康。

避免剧烈运动 剧烈运动可导
致尿液中的白蛋白含量升高，在检
验前，患者应避免进行剧烈运动。

遵医嘱 患者应按照医生的建
议进行检验，如有疑问或不适，应
及时与医生沟通。

结果解读
尿微量白蛋白检验的结果通

常以浓度或比值的形式表示。根
据检验结果的不同，可以初步判断
患者的肾脏状况。一般来说，尿微
量白蛋白浓度越高，说明肾脏受损
程度越严重。但具体的诊断还需
要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其他检查
结果，由医生综合判断。

如何预防肾脏疾病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合理饮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有助于维
护肾脏健康。

控制慢性疾病 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是肾脏疾病的高危
因素，因此，应积极控制这些疾病
的发展。

避免滥用药物 某些药物会对
肾脏造成损害，在使用药物时，应
遵循医生的建议，避免滥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安阳市滑
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在医学检验中，异常结果是
指检测结果与正常参考范围相比
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这些异常
结果可能是由疾病、药物、生活习
惯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因此，对
于医学检验结果异常的患者来
说，正确解读和处理异常结果至
关重要。

了解正常参考范围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正常参

考范围。正常参考范围是指在一
定条件下，大多数人的检测结果
所呈现的分布范围。这个范围是
由大量健康人群的检测结果统计
得出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
而，正常参考范围并非绝对固定，
可能因年龄、性别、种族、检测方
法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因此，在

解读异常结果时，需要结合患者
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分析可能原因
生理因素 生理因素是导致

医学检验结果异常的最常见原
因，例如，女性的血红蛋白水平通
常低于男性；老年人的肾功能指
标可能会略高于年轻人；孕妇的
血糖水平可能会升高等。这些生
理因素导致的异常结果通常不需
要特殊处理，只需定期复查并关
注病情变化即可。

病理因素 病理因素是指由
疾病引起的异常结果，例如，肝炎
患者的肝功能指标会升高；糖尿
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会升高等。这
些病理因素导致的异常结果需要
针对具体疾病进行治疗，以恢复

正常。
药物因素 药物因素是指由

药物使用引起的异常结果，例如，
抗生素可能导致肝功能损害；某
些降压药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
等。对于这些药物因素导致的异
常结果，需要调整药物使用方案，
或在医生指导下更换药物。

检测误差 检测误差是指由
于检测方法、设备、操作等原因导
致的异常结果，例如，采血不规范
可能导致血红蛋白检测结果偏
低；尿液污染可能导致尿蛋白检
测结果偏高等。这些检测误差导
致的异常结果需要重新检测进行
判断。

如何处理异常结果
重新检测 对于检测误差导

致的异常结果，建议患者重新进
行检测，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复查 对于生理因素和病理
因素导致的异常结果，建议患者
在一段时间后进行复查，以观察
病情的变化和检测结果的恢复情
况。

就诊 对于病理因素导致的
异常结果，建议患者及时就诊，以
便医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治疗方
案。

调整药物使用 对于药物因
素导致的异常结果，建议患者在
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使用方案，
或更换药物。

生活方式调整 对于某些异
常结果，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
患者可以通过调整饮食、增加运

动等方式来改善病情，从而降低
异常结果的风险。

预防方法
选择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检

测 正规医疗机构具有先进的检
测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可以
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遵循检测前的准备要求 在
进行医学检验前，患者应严格遵
循医生或检验科工作人员的要
求，比如空腹抽血、避免剧烈运动
等，以减少检测误差。

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体检可
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从
而降低医学检验结果异常的情
况。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淄博市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检验科）

乙肝病毒是一种可导致肝脏疾病
的重要病原体，一直以来都是公共卫生
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乙肝病毒感染
可能引起慢性乙肝，增加患者肝硬化、
肝癌等严重疾病的风险。

乙肝病毒的基本概念
乙肝病毒的全名为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简称HBV），是一种
能感染人类肝脏细胞的病毒。该病毒
属于乙型肝炎病毒科，是引起乙型肝炎
的主要病原体。乙肝病毒具有包膜，包
含DNA（脱氧核糖核酸）基因组，其复
制过程在细胞核内进行。乙肝病毒主
要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感染者可
分为急性感染和慢性感染两类。

乙肝病毒的检测方法
血清学标志物检测 HBsAg（乙肝

表面抗原）检测：HBsAg是乙肝病毒感
染的最早期标志，也是最常用的检测指
标。阳性结果表明感染者可能具有传
染性。HBsAb（乙肝表面抗体）检测：
该检测用于评估个体是否对乙肝疫苗
产生了免疫应答，是曾经感染后康复的
标志。HBcAb（乙肝核心抗体）检测：
该抗体出现在感染者体内，可用于判断
是否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

分子生物学检测 核酸检测：通过
检测血液中的乙肝病毒 DNA 或 RNA
（核糖核酸），可以确定感染者是否正在
携带乙肝病毒及病毒的数量。这种检
测方法对于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决策非
常重要。

乙肝病毒感染的潜在危害
慢性乙肝的发展与转归 慢性乙肝

是指感染者在感染后 6 个月仍然持续
携带乙肝病毒。慢性感染者可能在数
年、数十年内无明显症状，但长期的感
染会引起肝脏组织的慢性炎症，逐渐演
变为肝硬化。

乙肝病毒与肝硬化、肝癌的关系
慢性乙肝感染者发展为肝硬化的风险
明显增加，而肝硬化是患肝癌的主要前
提。肝癌是乙肝患者最严重的并发症
之一，其发生的概率较高。

乙肝的预防措施
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乙肝

的方法之一。疫苗主要是HBsAg疫苗。接种疫苗可在
出生后的24小时内开始，一般为三剂次，按照特定的时
间间隔接种。接种成功后，乙肝疫苗能够激发机体产生
免疫反应，形成对乙肝病毒的免疫保护。

母婴传播的预防 孕期检测：在孕期进行乙肝病毒
感染的检测，及时发现感染者，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母婴
传播。新生儿接种：出生24小时内，新生儿需接种乙肝
疫苗，并同时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以阻断病毒传播。

医疗机构的感染控制 注重医疗器械消毒：医疗机
构应采取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确保医疗器械的消毒和
灭菌。医护人员防护：医护人员要严格遵守防护措施，
包括使用口罩、手套、护目镜等，以防止血液或体液接
触。

生活行为的调整 避免共用个人物品：避免共用剃
刀、牙刷等个人物品，以减少体液传播的风险。安全性
行为：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减少性传播的可能性。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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