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自己建立一份体检档案， 保证

规律地周期性体检。 通过时间轴纵向

比较，关注每年自身体检指标变化，了

解分析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根据异

常指标严重程度，按照医生建议，及时

调整复查时间间隔， 以便尽早发现变

化，尽早做出处理。

除普适性体检项目外， 可以定制

更具个性化、 针对性的体检项目。 比

如，20 岁以上女性建议增加乳腺 B

超、 钼靶检查以及乳腺、 卵巢肿瘤筛

查， 已婚女性可增加子宫颈癌细胞筛

查及 HPV（人类乳头瘤病毒）检测；

成年男性应增加前列腺肿瘤筛查。

随着年龄增长， 特别是有心脑血

管疾病家族史的中老年人， 建议增加

心脏超声、 颈动脉 B 超及动脉血管检

测。 老年人还应重视骨密度、血 25 羟

基维生素 D检查， 以此判别骨质疏松

程度。

体检是为了反映真实的身体健康

情况，体检前 1到 2 周，不需要刻意改

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否则获得的结果

只是一种假象， 不能真实反映身体目

前的状况， 甚至会掩盖本身存在的一

些问题。

建议体检前 2 到 3 天清淡饮食、

禁止饮酒、规律作息、不要熬夜，体检

前 1 天不做剧烈运动及重体力劳动，

体检前 1 天 22 点后至次日清晨禁止

进食， 可少量饮水 （不超过 200 毫

升），患高血压、冠心病及糖尿病等慢

性病人群可照常服药。

体检当天请勿穿戴含金属、 纽扣

的衣服或配饰， 以免影响放射检查的

结果；女性体检者尽量不穿连衣裙。另

外有些体检项目有一定禁忌症， 需要

提前了解。 比如，女性哺乳、妊娠期间

禁止做放射性检查及妇科检查， 未婚

女性禁止做妇科、阴超检查；女性在月

经期内不要留取尿液标本及妇科检

查，月经期后 3 天、停阴道用药后 5 天

方可检查； 需要憋尿的项目憋至有排

尿感即可。

生命只有一次， 千万不要忽略了

健康体检， 不要忽视了体检提示的问

题信号，但也不必因此陷入过度担忧。

如果因一时指标异常而思虑过度，总

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严重疾病， 只会

影响正常生活质量， 甚至影响自己及

周围人的情绪、家庭的和睦。

老话说，毛病都是被气出来的，是

有一定道理的，保持心情愉悦、健康饮

食、改善生活习惯，合理用药，再磨人

的疾病都得跟你说再见。当然，健康体

检中发现了问题也不要逃避， 该复查

就复查、该治疗就治疗，该改掉的健康

陋习也不能拖延。 愿健康体检成为大

家健康生活的指南针、助推器。

血压增高， 特别是收缩压≥180

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110 毫米

汞柱，伴头晕、头痛等急性症状，或安

静休息后复测仍达此标准；心率≥150

次 / 分钟或≤45 次 / 分钟，有严重心

律失常， 建议立即到心血管内科就诊

治疗。

白细胞计数≥20×109/ 升或计

数≤2×109/ 升，出现异常分类现象；

中、重度贫血：血红蛋白在 60 到 90 克

/ 升， 尤其是≤60 克 / 升 （重度贫

血）；血小板数量≤60×109/ 升，尤其

是计数≤30×109/ 升，有明显出血倾

向，或计数≥1000×109/ 升，建议到

血液内科就诊。

肝酶升高超过 3 倍及以上正常

值，伴随以往存在脂肪肝、肝炎类疾病

者，需到消化内科就诊，及时治疗。

尿蛋白 3+ 及以上和（或）尿素、

肌酐、尿酸明显增高，尽快到肾脏内科

就诊。

糖尿病患者血糖升高明显， 尤其

是出现尿糖、尿酮体阳性，需要警惕糖

尿病酮症酸中毒； 低血糖可见于饮食

过少、运动量过大。糖尿病患者饮食或

用药不当也可见于肝脏疾病、 胰岛细

胞瘤等，如果（无糖尿病）空腹血糖≤

2.8 毫摩尔 / 升、（有糖尿病）空腹血

糖≤3.9 毫摩尔 / 升， 需及时到内分

泌科就诊。

肿瘤指标异常值明显增高（≥2

倍正常值），虽然不一定就是肿瘤，可

能因炎症导致，但也不可心存侥幸，为

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建议及时到

肿瘤内科就诊，结合其他检查结果，明

确病因。

肝囊肿直径≥10 厘米或合并感

染、出血时，需及时到肝胆外科就诊；

肾囊肿伴有不舒服、直径≥5 厘米时，

需到泌尿外科就诊。

肺结节＞0.8 厘米、磨玻璃样、不

能排除恶性， 建议到呼吸内科或胸外

科就诊。

另外，如果发现大量气胸、大量胸

腔积液、腹主动脉夹层、腹主动脉瘤、

异位妊娠、卵巢囊肿蒂扭转、卵巢囊肿

破裂等，要密切注意，这些疾病往往都

是致命的，一旦发现应立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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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

糖、肥胖、脂肪肝、冠心病、心

律失常、 肿瘤等疾病严重威

胁着身体健康， 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质量。

根据 《中国居民营养与

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

显示，我国居民慢性病患病 /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2020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

与 2014 年监测相比，我国成

年人及老年人超重肥胖率继

续增大。 因此，不论哪类人群

都应按时做好健康体检，预

防疾病的发生发展。

不过， 当越来越多人意

识到健康检查的重要性时，

两种现象出现了： 一是例行

公事型， 将一年一次的体检

当作任务， 对于发现的问题

听之任之， 甚至有人还会说

“这毛病好多年了，也没感觉

不舒服，不重要” ；二是诚惶

诚恐型， 体检前就开始忐忑

不安、生怕查出点什么，紧张

万分地做完体检， 拿到报告

更是胆战心惊， 若有任何指

标异常，往往眉头紧锁、极度

焦虑， 感觉自己全身上下都

是病。

笔者在此提醒， 对于体

检，切莫不当回事，但也不必

太过担忧。 接下来就分门别

类， 教你分清哪些指标异常

可以再看看， 哪些则需要尽

快治疗。

体检报告

出现指标异常怎么办

这类指标异常要注意

尽快到专科就诊

不要忽视问题信号

也不必过度担忧

这类指标异常看似吓人

其实可以再看看

轻度贫血：血红蛋白＞90克 /升,通过改

善生活方式、调节饮食、去除病因，往往可以

治愈。

肝酶 1 至 2 倍轻度升高：可能是熬夜、服

用药物、疲劳、饮食不当等引起的短期现象，

通过改善饮食习惯、改变生活方式等，通常能

自行恢复，可以定期复查。

尿蛋白弱阳性 2+ 以下：偶尔一次检出并

不一定代表肾脏存在问题，可见于剧烈运动、

感冒发热、情绪紧张等，建议适当休息、调节

情绪，改善饮食后复测。

肿瘤指标小于正常值 2 倍： 稍微高于正

常，自身并无异常表现，也没有其他比较严重

的异常结果，不要过分担心，可以定期随访。

空腹血糖稍高于正常值： 以往不存在血

糖高的情况，不必过于担心，保持健康饮食习

惯、规律生活方式，定期复查。

肾囊肿、肝囊肿：多数为良性，比较小的

肝囊肿、肾囊肿可定期复查超声。

肺结节：大多可见于炎症、结核、肿瘤等；

比较小、边界清楚，或与以往比较没有变化，

定期复查。

据 《文汇报》

（作者钱潇潇、 刘艺

分别为上海市第十

人民医院健康体检

科医生、技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