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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检？漏检？该为常规体检做“体检”

! ! ! !“近几年，上海市民的健康意识发生了较大变
化，卫生消费需求由简单的医疗治疗，向疾病的预防
控制转变。”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长顾沈兵表示，体
检受到重视，这是好事，但体检还应该从单纯的体检
服务向健康风险干预、健康维护转变，并成为以人为
中心的全程化服务模式。

健康体检行业发展空间巨大，但现状是，体检
行业的“服务链”很短。顾沈兵认为，目前不管是公
立医院还是民营机构，体检者的依从性都不高。“现
在体检作为企业提供给员工的福利，公司让你去哪
里检查，你就去哪里检查，有些公司三年更换了三

个体检机构，机构储存的健康数据不连贯，加上体
检报告大多由公司工会、医务室等统一提取，缺乏
体检医生面对面的个体化解答分析，对体检者来
说，这种不完整的服务让体检的意义打了折扣，且
大多数体检机构本身也并不具备后续的医疗服务
能力和健康管理能力。
“让更多的市民享受体检、健康管理、医疗服

务，再到康复甚至是养老服务———这是体检机构
最有价值的作用，可惜现在还没有被开发利用起
来。”顾沈兵告诉记者，每年，健康教育所都会根
据一些数据进行分析调研，做出相应的健康提示，

但工作人员却发现，市民的体检数据方面仍然相
对空白。他认为，大健康和互联网!的概念下，体
检、医疗、康复及养老行业融为一体，大数据的重
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体检行业应当承担好这一
角色。

目前，体检机构记录了消费者某一时间的身体
健康状况，未来还可以依靠统一的平台或者客户端
将健康数据进行实时监测，用于后续的个体健康管
理、群体健康影响因素分析，当然，前提是这些延伸
服务必须普及，且体检数据尽可能准确。

本报记者 左妍

! ! ! !春节后，市民沈小姐在朋友圈里分享了
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她为母亲购买了
体检套餐，检查完毕后母亲突然打来电话，无
比沮丧地说，体检报告显示，自己得了恶性肿
瘤，为了寻求安慰，她将结果告知了要好的小
姐妹。
沈小姐慌了阵脚，连忙安慰母亲，并心急

火燎地带母亲去医院复诊。医生看到报告，
轻描淡写地说，“这个‘恶性肿瘤’后面还有一
段文字，意思是告诉你恶性的几率为零。”原
来，沈小姐的母亲看不懂体检报告，凭着少得
可怜的医学知识，连蒙带猜，又没看仔细，谁
知道闹了乌龙。后来，她只能再次打电话给
小姐妹，告诉她们自己“搞错了”。

窦性心律不齐、低密度脂蛋白偏高……
体检报告上的内容，常让人看不懂；面对忽
上忽下的箭头，报告却没有说明，不懂医学
自己猜，却把自己给吓坏了，怎么办？不少人
有过这样的疑问，对此，建工医院体检科常
务副主任蔡文伟说，体检者最应该关注的是
体检报告里给出的总结，也就是疾病提示及
干预建议，完全没必要纠结于哪个具体指标
高了或低了。她说，一些项目单独偏高问题
不大，比如尿酸偏高，而血糖、血脂、血压都
正常，而且也没有肥胖，那只要饮食控制好
了就可以；但如果其他几项也高，那就要警
惕代谢类疾病。此外，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指标常常会有变化，比如孕妇、未成年人的
指标肯定和普通成人不一样，不能从个别指

标的异常判定疾病，需要医生通过专业知识
和综合分析，给出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些具体的指标是给医生看的，到底有没有问
题，这个结论由医生来做。如果认为有必要
重视，医生肯定会在总结里给出提醒。
拿到体检报告后应该怎么看？蔡文伟建

议，基本上是“一看二问三对策”。首先，一定
要看疾病提示总结和建议，有些是明确的诊
断，有些是不明确的，最好问问医生的建议，
进一步确诊或定期复查。有一部分人在以往
的体检中已经查出了一些疾病或倾向，就应

该保留往年的报告单，拿出来对比看，看看疾
病是否进一步发展了。像高血压、糖尿病等慢
性疾病，如果每年的指标都不断升高，就一定
要引起重视了。
据悉，每个体检机构都设有咨询室和接

待咨询的医生，或体检者有任何疑问，都可以
拿着报告前去咨询，医生会给出详细的解答。
蔡文伟提醒，面对体检报告的异常，不要在互
联网上自己搜，网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结
果很多，很可能会造成耽误治疗或增加无意
义的心理负担。 本报记者 左妍

! ! ! !有的市民认为!每年参加一次单位组织

的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就不担心得癌症"

另外一些却抱怨!每年都体检!并没发现异

常!可过了几个月竟被查出恶疾!看来体检

没什么用# 对此!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

院肿瘤科主任臧远胜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

正确#

臧主任说!定期进行健康体检的意义在

于!对心$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血压等进

行检查!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再到相应的专

科医生处咨询! 进行恰当的处理或随访复

查# 目前!大部分的健康体检只适应于广泛

人群的常规体检!一般不包含专门的癌症检

查#这类检查仅能发现一些非肿瘤性疾病及

一部分的肿瘤# 虽然一般的健康体检有时

也会包括诸如 !"#%癌胚抗原&之类的肿瘤

标志物!但从肿瘤筛查的角度来说!其针对

性不够# 因此!即使体检结果正常!也并非

可以高枕无忧# '把健康体检当作是万能

的$指望简单的体检一定能查出甚至确诊肿

瘤!这是一大误区!以常规体检代替癌症筛

查更是错误# (

专家指出! 癌症筛查不同于普通的健

康体检!是一种更加专业$针对性更强的体

检方式!其目的是早期发现肿瘤!一般会根

据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家族史等设计

体检项目甚至做成'套餐(#但是!臧主任强

调! 即便是癌症筛查也不能保证早期发现

癌症!防癌体检结果发现有问题!只是提醒

检查者很有必要进一步检查!以明确诊断#

而防癌体检的结果正常! 也不能就此下结

论说肯定没问题!应该要定期复查!因为一

次检查正常不等于终生可以远离癌症# 需

指出的是!癌症筛查不是普通体检!应选择

肿瘤专科医院或综合性医院! 由肿瘤专科

医生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安排! 并对

结果进行解读#

癌症筛查是早期发现癌前病变和癌症

的重要途径#目前常用于肿瘤筛查的方法有

以下项目)

!血液检查"这是查出早期癌症的重要

手段!检测血液中各种肿瘤标志物指标是否

升高#通过血液检测!可发现$鉴别各种恶性

肿瘤#

!肛门指检"可确定距肛缘 $厘米至 %&

厘米的直肠有无病变和病变的性质#临床证

实!$&'!(&'的直肠癌可通过肛门指检发

现#

!大便潜血检查"如果发现阳性患者!可

以进一步做结肠造影或结肠镜检查!以免大

肠肿瘤患者漏诊#

!!超"利用彩色多谱成像技术!可清晰

地发现甲状腺$胆$脾$肾$盆腔等全身大多

数器官是否有肿块病变的存在#

当然!上述筛查手段为简单方便且最常

规的检查! 不同肿瘤还需特定的辅助检查!

例如筛查胃癌$食道癌需要做胃镜"筛查结

肠癌$直肠癌需做肠镜"螺旋 !)筛查早期

肺癌的效果要明显强于普通胸片#

本报记者 左妍 整理

一年一度的单位体检!是不是仅仅走过场"不同的体检机构!为何
会查出不同的结果" 查了那么多项目!怎么还有病查不出" 冬去春来!

本市各大体检中心陆续迎来了猴年的第一批体检者# 然而!随着定期
体检的概念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对体检的种种质疑也越来越强烈#

去年底!相关部门对本市
!"!

家具有卫生行政部门颁发执业许可
的健康体检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总体情况良好#但在业内专家看来!

体检机构仍面临观念转变和向健康管理升级的双重挑战!而市民对体
检的重视度$认知度及依从性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体检 行业最需要“大数据”

看不懂报告别乱猜
听从医生专业建议

健康体检"肿瘤筛查

民生 解读

专家 视角
民生 提醒

单位体检只是走过场#

“给爸妈送钱不如送健康。”春节前夕，不少
体检机构都打出了这样的广告语。市民徐小姐
就给父母团购了“中老年体检套餐”以表孝心。
“退休后爸妈就不再享受单位的体检福利了，让
他们去查一查，要是没啥毛病，我们小辈就放心
了。”她原本这么以为。
然而，同事的亲身经历，却让徐小姐的想法

有些动摇。不久前，同事王小姐感觉眼睛不舒
服，当时正好单位组织了体检，医生说她可能是
戴隐形眼镜导致结膜炎，要她暂停佩戴，可后来
症状越来越严重，到医院查了才知道是虹膜炎，
险些耽误治疗。
每年一次的单位体检只是走走过场吗？事

实上，对体检产生怀疑的不止徐小姐一人。由于
没有权威机构的统计，各家体检中心的误诊漏
诊率究竟是高是低，始终是未知数，尽管如此，
质疑的声音已经接二连三地出现。
本周，北京有媒体报道了一例消费者投诉，

市民朱女士的家人去年在某民营体检机构做了
全项体检，当时彩超报告显示，检查者的右肾
“大小、形态正常，包膜光滑，肾实质回声均匀，
集合系统未见明显分离”，并由此得出右肾未发
现明显异常的结论。然而时隔两个多月，体检者
便在公立医院检出右肾肾癌晚期，肿瘤大小已
达 "#$!%#&'(。随后，患者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朱女士咨询了医生后表示，理论上来讲，在

两个月的时间内，肾脏部位的肿瘤从 )发展到
"*$'(大小的几率非常低，当然也不能完全排
除有这种可能。朱女士认为，家人在参加体检之
前就已经有了肿瘤，体检机构在体检过程中存
在失误。如果体检机构想要证明自己的体检结
果无误，就应该提供腹部彩超的影像学报告。遗
憾的是，由于缺少关键的腹部彩超影像学报告，
目前，消费者和体检机构只能各执一词。不过，
专业人士指出，从目前体检报告的通篇文字表
述上来看，患者的右肾在检查时没有检出问题，
不排除体检机构存在人员因相关资质不足从而
出现误诊的可能性。

体检毕竟不是门诊看病

体检真的总是查不出毛病吗？本报曾接到一
些读者投诉，反映健康体检中存在错检、漏检，有
的体检结果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有的问题
检查不出，让患者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业内
人士表示，客观来讲，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高，
而一旦发生，很自然就会被放大。体检查不出毛
病，除了选错适合的体检项目、检查仪器精度和
试剂敏感度不够外，一些体检中心的操作人员缺
乏经验，自然就不能做到“火眼金睛”。
“这一点在放射、+超等体检项目上表现得

尤为明显。”建工医院体检科常务副主任蔡文伟
告诉记者，体检的质量与体检医生的技术有关，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体检是在健康基础上进行
的检查，不同于普通的诊疗、看病。由于被检者
的身体状况和疾病情况都是不断变化的，有一
些疾病在发病初期并无明显特征，无法通过普
通常规检查检出，或者说检出率比较低，不能就
此认定体检机构一定存在问题。当然，如果选择
的体检套餐比较全面，还是可以及时发现问题
的。比如，有人被查出了乳腺癌，因为在体检中
进行了乳腺钼钯检查；有人查出了口腔黏膜白
斑，因为增加了口腔检查。

套餐藏噱头 价格有水分

近年，健康体检市场受到了公立医院、社会

资本的青睐。巨大的体检需求催生了广阔前景，
但市场“大蛋糕”的背后也暗藏种种不规范。
记者点开某团购网站，搜索“体检套餐”，一

下子出来一百多个产品，以基础体检为例，售价
从 ,))元至 &)))元不等，但内容大同小异。还
有一些民营机构推出了单项体检，如口腔、眼科
检查，最便宜的仅为数十元。几个热门的基础体
检套餐除了按年龄、性别区分外，还有针对不同
职业、不同需求的人群推出的套餐，如“企业高
管套餐”“职场白领套餐”等，仔细阅读介绍页
面，不少套餐中出现了普通人无法看懂的专业
术语和英文名称；还有些机构将一项检查拆成
多项列出来，以达到吸引消费者眼球的目的。

在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张医生告诉记者，
还有些体检机构喜欢用“基因检测”“纳米测试”
等听起来“高大上”的词汇来卖弄噱头，比如号
称“通过肿瘤基因检测可以预知自身是否是高
危人群以及通过良好的预防措施提高自身的健
康免疫力”，其实这些检查并没有太大临床意
义，不仅价格贵，还不如基础套餐实用。
伴随越来越热的体检需求，市场上甚至出

现了“广告战”、“价格战”。据了解，民营体检机
构和公立医疗机构的定价机制不同，民营体检
机构只要把体检套餐价格在物价主管部门备
案，就有自主定价的权力，通过市场供需关系确
定价格。公立医疗机构（包括企业医院）的体检
价格则是由物价主管部门决定的。民营体检机
构定价一般看起来较高，但为了招揽顾客，常常
会打折优惠。
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介

绍，绝大部分民营体检机构都内设业务部、销售
部等，职责就是联系企事业单位进行大团检。不
少企事业单位要给职工体检，组织者决定去哪
家体检机构一般有几个考虑因素：一是人脉关
系；二是经济利益。为了争取到更多客源，一些
体检机构通常都会给出折扣或回扣优惠，真正
摊到个体体检上的费用就被压缩了。这也就带
来了不少担忧：即便高价都不一定代表高质量
的服务，如此低价还能保证质量吗？

体检医生水平参差不齐

在建工医院的体检中心，各科室的体检医
生都是医院临床的一线人员，面对前来体检的
客户，只要查出异常，马上就能给出相应的诊断
或建议。然而，这在体检行业却不是普遍情况。
不少医院平时不会将一流的医生和医技人员放
在体检中心，只是在单位体检时，抽调临床科室
的专家上阵检查，而不少民营机构的体检医生
配置更无法保障。业内人士透露，大部分民营机
构的“主力军”以脱离了一线的退休医生为主，
有些机构在面对单位团检时还会临时招聘一批
医疗相关人士“充场面”。

除此之外，一些体检中心还存在硬件设施
参差不齐、检查项目偷工减料等情况。不过，本
市的体检行业整体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仍处于
领先水平。每年，市质控中心都会根据相关要
求和《上海市健康体检机构基本工作制度》对
体检机构逐项进行现场检查和评分。去年质控
部门的检查结果显示，本市公立和民营体检机
构的总体情况都较好，但依然暴露出部分问
题：个别体检机构抽血消毒管理方面重视不
够，抽血场所不独立，抽血工作人员未做到“一
人一消毒”；体检机构运行记录、危机值报告和
台账记录不够详细；部分机构开展的项目不齐
全，未按照规定设置口腔科或者设备陈旧、不
全；个别机构与医院共用放射诊断设备，放射
检查缺少必要防护措施等。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质控部门已寄发反馈单，并将对有待改
进项目进行复查。

提倡$"#$%个性化体检

本市大多数体检机构每年都会根据当年的
体检结果进行数据分析，比如，一份建工医院体
检中心的数据分析显示，某公司去年甲状腺结
节发病率高达 -./、幽门螺杆菌发病率高达
-0/。据蔡文伟介绍，这些数据会反馈至该公司
的医务处，同时下一年在体检时会对相关的项
目做调整和优化。
记者采访获悉，根据相关规定，医疗机构开

展健康体检不得以赢利为目的对受检者进行重
复检查，不得诱导需求；且从 0),$年起，体检者
的电子健康档案信息至少保存 ,%年。然而，即
便有要求保留电子档案，但体检机构根据客户
个体或单位情况而提供的健康指导、疾病干预
措施等后续服务仍然显得较为薄弱，且体检服
务由普遍化转向个体化的程度还不够。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长顾沈兵坦言，目前大

多数体检机构只重视检查这一环节，检前调查和
体检后的健康管理还做得太少。在他看来，体检
应根据个体的健康发展情况采取“,12”的模式，
即基本体检项目加上专项体检项目。“体检应该
根据患者年龄、家族史、生活方式、体质进行个性
化体检；单位体检应该按照不同年龄段设计不同
体检内容，讲究科学性，弱化福利性。”
顾沈兵认为，体检在多数老百姓心里还停

留在“为了找出毛病而检查”的阶段，甚至对体
检的重视程度不够，若单位不提供体检福利，自
己也没有不舒服，就不肯花钱去检查。从科学角
度看，健康体检本身的重要价值毋庸置疑，其重
点是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进行筛
查与风险评估。“这和有病治病最大的区别在
于，它针对的是无症状的人群，通过细微线索和
一系列指标进一步发现疾病，作出疾病早期风
险评估，并提供健康指导和管理方案，实际上这
也是‘上医治未病’的体现。”

本报记者 左妍

即使体检结果正常!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

! 体检是在健康基础上进行的检查!不同于普通的诊疗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体检率与疾病率情况汇总表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健康体检的重点是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

险因素进行筛查与风险评估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