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健康体检的普及，越来越多
的乳腺结节在体检时被发现，因此经
常有朋友或患者焦急地咨询医生：“彩
超上说我有乳腺结节，会不会是乳腺
癌呀？”今天，我就向大家科普一下乳
腺结节的相关知识。

1.发现乳腺结节就得了乳腺癌吗？
实际上，乳腺结节是指通过乳房

触诊、乳腺彩超、钼靶等检查发现的
乳房内部突出正常腺体的肿块，统称
为结节。在临床中，绝大部分体检发
现的乳腺结节是良性的，只有非常小
一部分结节最终诊断为乳腺癌。

2.乳腺结节应该如何治疗？
乳腺彩超检查通常按照BI-RADS

分级法将乳腺病变分为0至6级。一
般来说，级别越高，恶性的可能性越

大。BI-RADS 1至2级：考虑良性改变，
建议每1至2年随访一次；BI-RADS 3
级，98%的概率是良性结节，建议每3
个月到半年门诊复查，如果大小不变
且周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可以暂不
处理；如复查过程中结节明显增大，则
建议手术治疗。BI-RADS 4至5级，有
恶性可能，通常建议手术切除或穿
刺活检明确诊断。BI-RADS 6级指活
检已经证实为恶性，需要立即治疗。

3.手术治疗会留很长的疤吗？
如果结节生长迅速则需要手术治

疗。手术方
法包括传统
手术和微创
切除。传统
手术术后会

遗留手术疤痕，但通常选择在较隐蔽
处下刀。微创切除指乳腺真空辅助旋
切系统，是利用旋切刀对乳腺内的病
灶进行重复切割，治疗后手术疤痕仅
约3毫米。

4.良性结节会不会癌变？
乳腺大多数良性疾病，如乳腺囊

肿、纤维腺瘤、乳腺炎症等不会增加
患乳腺癌风险。而伴有非典型性增
生的乳腺良性疾病会增加乳腺癌发
生的风险。此外，乳管内乳头状瘤、
硬化性腺病等乳腺良性疾病也会轻

度增加乳腺
癌的发生风
险 ，为 普 通
人群的1.5倍
到2倍。

5.怎样预防乳腺结节？
首先，要保持乐观的心态。紧张

的精神状态或剧烈的情绪波动将导致
内分泌紊乱，从而使乳房发病。其次，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平时多食用
新鲜的蔬菜、水果，少食辛辣刺激的食
物，尽量不食用含雌激素的保健品。
保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每周坚
持3次有氧运动。再次，要正确佩戴胸
衣。尽量选择舒适透气的棉质胸衣。
不要佩戴过紧的胸衣，以免影响乳房
的血液循环。另外，要做好避孕，减少
流产。流产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并造
成体内雌孕激素水平失衡，从而导致
乳腺增生。最后，要重视母乳喂养。
女性哺乳期间，乳腺将会得到良好的
发育，从而大大减少乳腺疾病的发生。

发现乳腺结节不要怕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乳腺科 段懿珊

近日，支原体肺炎在儿童中的感
染居高不下，我市多家医院儿科患者
爆满。来势汹汹的支原体肺炎到底
是什么？又该如何预防呢？

肺炎支原体既不是细菌也不是
病毒，“个头”介于两者之间，无细胞
壁结构，像是没有穿“外套”的细菌。
因为没有“外套”，青霉素类和头孢这
类抑制细胞壁合成的抗生素药物对
治疗支原体感染是无效的。

肺炎支原体的传播途径
肺炎支原体感染全年均可发生，

一般呈现散发或者地方性流行，在不
同地区及不同年份之间存在差异。今
年肺炎支原体感染发生时期提前，多地
七八月份已出现就诊高峰。目前，支原
体肺炎在儿童中的感染仍居高不下。

肺炎支原体患者是主要的传染
源，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也
存在接触患者污染物导致传播的可
能。孩子们容易在学校、商场、游乐
场所等地方感染。

肺炎支原体感染临床表现
肺炎支原体感染多表现为以发

热、咳嗽为主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可
波及咽部、支气管和肺部，婴幼儿中可
表现为咳嗽喘息为主。发病初期有咽
痛、头痛、发热、流涕、乏力、肌肉酸痛、
耳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症状。
发热以中高热为主，持续高热者预示
病情重。各年龄段人群均对肺炎支原
体易感，其中5岁以上儿童和青少年

最为好发。轻症病程在7天至10天，
一般预后良好。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
可能发生肺内外并发症，住院治疗时间
可能更长，甚至留下后遗症。

如何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
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可从控制

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
群等方面入手。

肺炎支原体感染者和病原携带
者是传染源。肺炎支原体传染性较
强，潜伏期较长（1周到3周），潜伏期
内至症状缓解数周均有传染性。因
此，当家人或周围人感染肺炎支原体
后，尽量减少儿童与其接触。

肺炎支原体主要通过呼吸道传
播，因此室内应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环
境卫生清洁和空气流通。减少人群聚
集，少去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公共场
所。出现可疑症状时应戴好口罩，避
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遵守咳嗽礼
仪。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正确洗手，饭
前便后、外出回家后尽量用流动的水
洗手。不用脏手触摸眼、鼻或口。在
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应该用纸巾掩
住口鼻，用过的纸巾要扔进垃圾桶。

另外，儿童是肺炎支原体的易感
人群，目前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感
染之后不会永久免疫，还有再次感染
的可能。家长可以从规律作息，调整
状态，保证睡眠充足、均衡饮食、适量
运动和良好心态等良好生活习惯着
手，增强儿童的机体免疫力。

儿童支原体肺炎高发
三方面做好预防是关键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感科主任、副主任护师 张志红

颈椎病是由于生活中、工作中不
良习惯导致椎间盘退变、小关节的增
生进而造成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而出
现的症状，比如颈部疼痛、上肢麻木、
上肢乏力、走路不稳等。而电子产品
的普及让颈椎病多发，更趋向年轻化。

那么该如何防治颈椎病呢？
一、颈椎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颈椎病根据不同症状分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神经型颈椎病，表现为

上肢或单侧肢体麻木、疼痛等症状。
第二种是脊髓型颈椎病，表现为

双手麻，手指、手掌麻，走路不稳易摔
跤等症状，这种类型是比较严重的颈
椎病，一经发现要及时来院治疗。

第三种是椎动脉型颈椎病，表现
为头昏脑涨、头重脚轻、脑内摇晃、转
动颈椎时可突发晕厥而猝倒等症状。

第四种是交感型颈椎病，表现为
长时间低头或伏案时感觉脖子疼痛明
显，面部或某一肢体多汗、无汗、畏寒、
发热等症状。

一旦有以上描述的症状建议尽早
来院，骨科医生会通过体格检查、X

线、磁共振（MRI）、CT、经颅彩色多普
勒（TCD）等检查来进一步判断颈椎病
的严重程度，来选择合适治疗方式。

二、颈椎病的治疗方法
轻度颈椎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和

工作习惯来缓解，平时可以进行游泳、
打羽毛球等运动，增强肌肉锻炼；出现
轻微疼痛感可以理疗，比如用热水袋、
热毛巾等来敷颈部，比较严重的颈椎
病需要通过专业医师给予药物治疗或
者手术治疗。颈椎病治疗忌按摩，很
多按摩技工不是专业医学人士，很多

手法容易加重颈椎病。
三、如何预防颈椎病
日常避免经常低头，隔一段时间

要活动下颈部。
米字操：按照米字的笔画顺序活

动颈部，动作不要太快，也不要旋转脖
子，以免出现异响，加剧小关节退变。

如果白天无法避免经常低头，晚
上睡觉时要让颈部后仰拉伸，防止颈
椎变形。睡觉的枕头不宜太高、太硬，
而且枕头要放在头颈部凹陷处，高度
选择一拳高，躺下时头部略微后仰。

颈椎病的防治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 吴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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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我们对“骨质疏
松”并不陌生，但是你真正了解它
吗？有人会说，这病年龄大了才会
出现，现在不着急了解。其实并非
如此，原发性的骨质疏松症可分为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老年性骨质疏
松症和特发性骨质疏松症（包括青
少年型）三种类型；继发性的骨质疏
松症可由任何影响骨代谢的疾病或
药物引发。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均
寿命的延长，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逐年
增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未明，
多方面因素可能会产生影响，主要
由遗传因素影响的骨骼发育和成熟
障碍，后天因素包括营养、内分泌功
能失常、生长方式和生活环境等。

骨质疏松的典型症状：许多患
者早期并无明显症状，在出现骨折
后进行检查才发现。骨质疏松患者
比较典型的症状包括：骨痛，常于劳
累或活动后加重；骨畸形，出现身材
变矮、驼背等脊柱畸形；骨折，常因
轻微活动诱发或者自发，骨折后患
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甚至威胁生
命健康。

骨质疏松应如何预防 预防方
法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加强
运动。通过运动加强身体协调性，锻
炼灵活应变能力，降低骨折风险。我
国的民族传统健身运动如太极、五禽
戏、八段锦等，长期练习对于身体机

能的促进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步
行、骑车、广场舞都有助于骨质疏松
的预防。需要注意的是，运动方式
和运动量应根据个人情况而定。其
次，补充适量钙剂，据我国7个省份
的调查报告显示，55岁以上女性血
清总钙浓度平均值为2.32mmo/L，25
羟维生素D平均在18μg/L，61%的绝
经后妇女存在维生素D缺乏。美国
AACE/ACE指南推荐对存在维生素D
缺乏的高危因素，尤其是骨质疏松症
患者应检测25-羟维生素D〔25(OH)D〕
水 平 ；骨 质 疏 松 症 患 者 应 维 持
25(OH)D≥30μg/L的水平（推荐范围
30μg/L至50μg/L）；必要时可进行
维生素 D 替代，通常需 1000U/d 至
2000U/d的摄入量以维持维生素D在
合理的水平。具有肥胖、吸收不良、器
官移植后、高龄等因素的个体可能需
要更高的补充剂量。我国营养学会制订
成人每日元素钙摄入推荐量为800mg，
绝经后女性和老年人为1000mg。补充
维生素D最简单的方法是常晒太阳，
但如果缺乏阳光照射，成年人推荐每
天摄入维生素D5μg。为预防骨质
疏松宜增加用量，老年人推荐每天服
用10μg至20μg。其他预防措施还
包括防止跌倒、戒除烟酒、停用导致
骨丢失药物及进食富含钙镁与异黄
酮类（如豆制品）食物等。另外，定期
体检也很重要，做到及早发现，及早
治疗。

骨质疏松是老年病？不尽然！
加强运动适量补钙“攒骨本”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优越路院区）骨科一病区主治医师 周志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