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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健康无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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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防治!转变理念 突破瓶颈

!%

小心化妆品中全氟化合物

! ! !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健康意
识不断增强，许多人定期到医院体检，使得越
来越多的肺部小结节开始被发现，引起人们
的恐慌。其实，发现结节并非坏事，人们不必
太过恐慌，因为美国最新研究发现，低剂量
!"筛查的小结节中#$%是良性的；而胸部!"

的筛查使得&'%的肺癌可以在非常早期阶段
被发现，如果能够及时手术，($年生存率可以
上升到#)%。

什么是肺部结节
肺部结节是指肺部出现的直径小于*厘

米的圆形病灶；其中病灶直径大于等于(厘米
的称之为大结节；小于(厘米的称为小结节。
既往的检查肺部病变的方法———胸部平片能
识别的界限是(+(,'厘米片，使得小于(厘米
的病变漏诊率高达&(%；随着胸部!"等影像
学技术的出现，特别是低剂量胸部!"的小病
灶筛查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小结节在临床前
被发现，如何判断它们是良性病变还是令人
生惧的恶性疾病呢？医生可以通过结合高分
辨!"（-.!"），特别是螺旋!"来放大病灶的
局部形态、观察其周围的情况，提高对肺部小
结节的诊断能力。临床上常常就小结节的影
像学特点和其动态变化情况、病员的自身症
状等来综合地判断病灶的性质。

多角度判断病灶
首先恶性小结节常常具有特殊的影像学

表现，如结节周边的毛刺和分叶，结节邻近组
织的胸膜凹陷等。因为肿瘤细胞在生长过程
中，会向邻近的支气管血管鞘或淋巴管浸润，
形成结节周边的毛刺；当肿瘤细胞分化程度
不一、生长速度不同的时候，肿瘤的生长就受
到边缘血管、增生的纤维结缔组织间隔的阻
挡形成了局限性的凹陷；由于小叶间隔的增
厚、外周血管阻塞引起的瘤内纤维化导致邻
近胸膜凹陷。
其次小结节自身的密度也是判断其良恶

性性质的依据。常见的恶性小结节是由快速
生长的肿瘤细胞形成的实质性软组织密度阴
影，其内可能存在未被肿瘤细胞占据的空泡
样改变，少数病例还会出现不定型的细沙样
的钙化阴影和内壁不规则、厚薄不均的空洞。
另外(##*年由./01+234567提出的毛玻璃阴
影的概念，认为它是正在发展中的、活动的并
且是可以治疗的疾病，是由于肺泡内含气量
下降或肺泡未被完全充填形成的。恶性病灶
中肿瘤细胞逐步生长可形成不均匀的毛玻璃
样改变。目前统计显示：当毛玻璃阴影中含有
实性成分，其为恶性的可能性为8*%；而不伴
实性成分的仅仅(&%为恶性。
另外小结节的动态改变也是判断病灶良

恶性的关键。例如病灶在短时间（)+*个月）
内增大、饱满；病灶内部性质发生改变（例如
出现空泡征、毛玻璃阴影新增了实变的成分
等）；还有少部分患者在随访期出现咳嗽、痰
血等临床症状，这都是提示小结节为恶性病

变的信号。

及时就医很重要
在体检中发现小结节时需要及时就医，

由医生结合患者的年龄、职业、接触史、吸烟
史、小结节影像学形态及生长速度对小结节
的恶性概率进行评估。当医生判断结节恶性
可能性较小时，还是要建议患者定期随访胸
部!"：'00以下的微结节每年复查一次，'!
($00的小结节每*个月复查一次，共随访*!'

年。当随访过程中出现恶性征象，应该避免无
限期随访。如患者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以行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的方法协助诊断（报道
显示!"引导下的穿刺准确度为&),8%；!(90

的准确率为88,:%），获得细胞学和组织学的
确诊后采用胸腔镜手术切除；对于!"引导下
经皮肺穿刺困难的患者，直接行胸腔镜手术
切除。当医生判断为恶性可能性较大时，应该
早期行手术（胸腔镜）治疗。对于病灶小于(厘
米的小结节，由于尚未建立血道和淋巴道的
转移途径，仅仅需要行局部切除，不需行淋巴
结的清扫。
因此建议中年以上人群，特别是有抽烟

史的人群，每年进行低剂量!"的检查。即使
发现肺部有小结节也切勿紧张，做到及时就
医，密切随访，果断治疗，才是对抗肺部小结
节的有效方法。

!作者为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

医师"专家门诊#周二$周五上午%

体检发现肺部小结节莫恐慌
" 张洁

!由赛诺菲中国与全国('家肿瘤医院联合
发起的“携手”结肠癌患者支持项目日前在沪
宣布正式启动。“携手”项目致力于提升结肠
癌医护人员的个体化患者管理水平，满足患
者三大需求，为广大结肠癌患者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治疗手段、护理方案和心理辅导。该项目
将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哈尔滨、杭州、南
京、苏州、温州等地共计('家医院展开。到)$(;

年年底，整个项目计划举办#$场患教会，覆盖
全国)$$$名结肠癌患者。同时举办*场全国性
医护培训会，覆盖全国约($$名医护人员。
结肠癌患者的个体化管理已经成为一种

趋势，癌症患者在治疗以及心理方面的需求
是独特的。关注结肠癌患者个体需求，就要为
患者提供身、心上的全方位关怀，帮助患者科
学地管理疾病，提升治疗效果。此次启动的携
手项目将由专业的医护人员通过免费咨询、
教育会等多种形式，指导患者根据个体情况
合理用药、规范治疗、正确护理。尤其是项目
中的心理辅导部分，缓解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的不良反应和负面情绪，帮助患者取得理想
的治疗效果。同时，“携手”项目还将针对医护
人员进行“巴林特小组”全科医生培训，进一
步改善医患关系。

!由上海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
院主办，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承办的东方
科技论坛“移植免疫及耐受的进展及新动向”
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上海召开。

数据显示，截至 )$((年末，全球主要器
官移植累计总数达到 ():8$;&例，其中肾移
植累计占据首位 &&&;8&例，肝移植累计例数
占据第二位达到 )(8#;*。由于器官移植本身
是一种反自然、反生理的行为，正常机体在进
化过程中已经形成和完成了抵御外来物侵入
的本能。而器官移植是一种迫使机体接受外
来移植物的反生理干预行为。这种反自然、反
生理的特性，决定了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难
度。其中，急性排异反应对患者和移植体存活
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甚至威胁着受
移植者的生命。
会议认为，供移植器官来源十分珍贵，面

对器官移植患者，更应该确保其治疗质量，善
用器官捐献者生命的馈赠。在器官移植治疗
中，手术前的器官保护，以及急性和慢性排斥
反应的发生是导致器官移植失败的最重要因
素之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
玉教授指出，重视规范化的手术和系统化的
药物防治以使移植器官长期存活，亦是临床
关注的首要问题。“在器官移植获取过程中，
器官的保护需要符合严格的医学操作流程；
在治疗中同样需要旨在预防器官排斥的诱导
治疗；在成功移植术后，仍需要进行长期的免
疫耐受治疗，这一系列措施，是确保移植成功
的关键因素。”
与会专家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在器官移

植的治疗中，合理及时的免疫诱导治疗有助
于对急性排斥反应筑起一道屏障，降低因排
斥反应导致的器官衰竭。

! ! ! !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白血病，
实际上是几种疾病的总称，其中以急、
慢性髓性白血病和急、慢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为主。目前中国大约有 ;$$万
白血病患者，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 *

万到 ;万的速度增加，其中约 '$%为
成人患者。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的血液科专家，就白血
病中的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治疗进行了
深入讲解。
据血液科李军民教授介绍，慢性

髓性白血病（!<=），也就是俗称的“慢
粒”，在我国成人中，占所有白血病的
('%>)$%。中国的慢性髓性白血病患
者较西方更年轻化，国内的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慢性髓性白血病中位发病年
龄 ;'"'$岁，而西方国家中位发病年
龄 8:岁。多数白血病的确切致病原因
至今仍不清楚，可能的致病因素包括
病毒感染、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及放射
性照射（日本原子弹爆炸经历者发病
率增高）等等。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患者
可能会出现白细胞计数增多、脾脏肿
大、疲倦、盗汗、体重减轻、腹部饱胀等
症状，患病后将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
健康和生活质量。
周励教授介绍，以往造血干细胞

移植曾是唯一有望治愈 !<=的方法，但是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甲磺酸伊马替尼的出现，使
干细胞移植的一线治疗地位受到挑战，再加
上移植受限于供者有无、患者年龄等多种因
素，中国的 !<=指南均指出甲磺酸伊马替尼
成为 !<=治疗的首选一线方案。同时提出只
要规范治疗、定期监测，部分患者有望达到临

床治愈的效果。
谈到“慢粒”患者的规范治疗和定

期监测，王爱华教授说，监测对于
!<=的治疗尤为重要。目前，分子学
即基因检测已成为 !<=最敏感、最严
格的检测方法，而聚合酶链反应
（?!.）是分子学检测中常用的实验手
段。?!.检测是能发现微小疾病残留
的敏感方法并使患者回到通往理想治
疗目标的轨道，定期 ?!.疗效监测有
助于早期发现可能的缓解或依从性问
题，帮助优化治疗方案，且 ?!. 检测
方法非常简易。因此，慢性髓性白血病
患者应每隔 *个月到医院进行相关检

查，这样才能知道病情是否得到很好的控制，
有无停药的机会已达到治愈的目标。

据了解，时常有“慢粒”患者拿着通过互
联网或其他私人渠道购买的所谓“甲磺酸伊
马替尼仿制药物”向医生咨询。就此李军民教
授也提醒患者，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药品。

! ! ! !曙光医院 ((月 )$日上午 #：$$+($：*$，在曙光东院门诊一楼及二楼
举行慢阻肺义务咨询、肺功能免费初步筛查、冬病冬治预约和肺功能康复
操演示等。

" 李红

" 刘立

优化管理为结肠癌患者护航

善用生命馈赠 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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