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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器官可能出现钙化

钙化， 指人体内的钙离子以磷酸盐或碳酸盐形

式，发生沉积的过程。 很多钙化是在人体病变修复过

程中形成的，整个过程和伤口愈合结疤类似。 通常表

现为钙盐沉积在受损组织中，使这些组织变得坚硬。

有些钙化本就是人体正常生理过程的一部分，比

如头颅内的松果体（生物钟调控中心）钙化，一般 2

岁开始就可能发生， 到了青少年时期发生率为 40%，

40岁后发生率高达 70%。

人体绝大部分组织和器官内都可能出现钙化，比

如头颅的脑膜、基底节区，胸部的肺、肋软骨、胸骨剑

突，腹部的肝脏、肾脏，以及甲状腺、乳腺和前列腺等

腺体，还有遍布身体的大多数动脉和静脉血管。 钙化

存在的广泛性也使得它成为体检和平时检查中影像

学报告上的“常客” 。

钙化不是疾病，而是体征

航空总医院影像科副主任申太忠介绍：“钙化不

是疾病，而是一种体征。 ” 钙化是否影响健康要根据

其出现的部位、影像学特点、患者临床表现来确定。

通过检测钙化的发生位置和程度，医生可及时发

现和诊断疾病，了解病情进展，评估治疗效果。钙化的

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

年龄

随着年龄增长，体内钙化现象会更为常见，这与

自然的衰老过程有关。 一般来说，组织和器官功能逐

渐退化，钙盐沉积会慢慢增加，从而导致钙化。

生活方式

高盐饮食会导致钠摄入过量， 从而限制钙代谢，

增加钙沉积。 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影响钙的吸

收和利用，从而增加血管钙化风险。 酗酒和血压控制

不佳，可能促进血管粥样硬化，并导致钙化。

疾病

某些慢性疾病可能诱发钙化，比如糖尿病长期未

得到有效控制，会导致高血糖和代谢紊乱，并影响肾

脏对钙的排泄和代谢，引起钙化。

疾病的修复和愈合也可能导致钙化，比如结核性

肺炎病变区域的组织，就可能在炎症后的修复过程中

形成钙化。

4 种常见钙化如何应对

钙化几乎可以出现在人体任何器官或组织中，尤

其是甲状腺、乳腺、前列腺、冠状动脉，且良性及恶性

疾病中均可发生。

1、甲状腺钙化

在甲状腺疾病中，恶性病变（如甲状腺癌）和良

性病变（如结节性甲状腺肿）均可能存在钙化灶。 甲

状腺钙化大致可分为微钙化、粗大钙化和边缘环形钙

化。

微钙化通常小于 2 毫米，表现为点状、针尖样、沙

粒状钙化，在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中常见，但也并非

有了这种钙化就是癌。

粗大钙化表现为片状、 弧形或其他不规则形钙

化，通常发生在良性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中。

边缘环形钙化，一般出现在良性结节中。

2、乳腺钙化

乳腺的钙化灶约 80%属于良性，20%的概率是恶

性病变。临床上，细小、颗粒状、成簇的微钙化点，也有

可能是乳腺癌早期的重要表现。

当钙化形态提示恶性，并伴有乳腺肿块时，可直

接做手术和病理检查。 没有肿块，而钙化形态怀疑恶

性时， 最好在 X线定位、B超引导下进行乳腺微创活

检手术，准确切除钙化灶。

若认为是良性的， 则要定期做钼靶和 B 超复查，

看有无变化发展。乳腺钙化一旦形成，是不会消失的，

只要不是恶性病变，不必担忧，定期复查即可。

3、前列腺钙化

前列腺钙化，指在前列腺组织中出现的钙盐沉积

现象，可能与前列腺增生、尿盐沉淀、前列腺反流及感

染等有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陈敏丰表

示，对于无症状的前列腺钙化，通常无需特殊治疗，只

需定期随访和复查。

如果伴有尿频、尿急、血尿等症状，应及时到泌尿

外科检查，并根据医生建议进行规范治疗，日常保持

心态平和，戒烟戒酒，多喝水，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不要熬夜和久坐。

4、冠脉钙化

冠状动脉钙化常发生在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形成的部位， 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标志，严

重冠脉钙化预示着患者发生心梗的风险较高。

如果能将血压、血脂、血糖等控制在理想范围内，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发病的危险因素，能最大

程度地预防冠脉钙化，延缓病变进展。

申太忠提醒，除了及时揪出恶性病变，采取针对

性干预措施外，澄清有关钙化的误区同样很重要。

钙化不是钙过量所致，人体能自动调节体内钙含

量，多余的钙不会被吸收，而是会直接排出体外。 因

此，为了避免钙化而谨慎补钙或不吃含钙食物完全没

必要。

钙化并非“中老年专属” 。 年轻人出现钙化无需

过度焦虑，及时诊断排除病理问题、定期复查监测即

可。 据生命时报

体检报告上的“钙化”

是啥意思？

钙化是体检报告中的一个高频词，在人体

很多重要器官中可以检测出，比如肺、甲状腺、

乳腺、前列腺等。但很多人对此不甚了解，看到

“钙化” 这两个字，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

么严重疾病。

钙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样的钙化需要重

视？ 来听专家怎么说。

受访专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陈敏丰

航空总医院影像科副主任 申太忠

1、外治：午间采阳驱湿浊

秋季阳光稍有和缓，可以在午间晒

背，通过督脉蓄积阳气，让充足的阳气

驱赶盘踞在身体的湿浊阴气，让人精神

饱满，面色红润，心态积极，尤其适合久

坐、活动不足、脾胃运化不畅、阳虚体

寒、手足不温的人群。

2、食疗：五指毛桃搭山药

五指毛桃具有健脾补肺、 行气利

湿、舒筋活络的功效，山药可以同时补

益脾、肺、肾三脏。 将五指毛桃、山药、小

米（或大米）煲成浓稠的粥，调味食用，

每周 2~3 次，能够发挥健益气、滋阴润

燥等功效， 改善脏腑功能不足的疲劳

感。

3、穴位：按摩两穴解疲乏

关元（脐中下 3 寸，前正中线上）、

百会 （头顶正中， 前发际正中直上 5

寸）两个穴位，具有补虚培元、提神醒脑

的作用，若想缓解疲劳，不妨每天每穴

按压 3~5 分钟， 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宜，

达到提神解乏的目的。 如果疲乏困倦较

重，可每天按压多次。

4、按摩：摩提拉耳朵健体防病

掌心前后摩擦耳廓正反面 20 次，

可对全身进行保健，疏通经络、振奋脏

腑、强身健体。 以拇、食指上下摩擦耳轮

20 次，可防治颈肩腰腿痛、头痛、头晕

等。 提拉耳尖 20次，有镇静、止痛、抗过

敏、清脑、明目等功效。 揪拉、摩擦耳垂

20次，可防治头晕、视疲劳、耳鸣等。

5、休息：闭目养神复精力

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 ，对于经

常熬夜或劳作无度的人群来说，闭目养

神能够减轻对肝血的消耗，有助于减轻

日间的疲劳感、恢复精力体力。 在闭目

养神的同时， 还可以配合深呼吸或冥

想，有助于放松身心。

别把慢性疲劳当秋乏

金燕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未病科主治医师

不少人深陷疲劳感之中，觉得可能是秋乏了。

慢性疲劳和秋乏都有身体疲倦、乏力的感觉，但仍

有区别，不仅要正确识别，还要学会调理。

秋乏：季节性，可调整

“秋乏” 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属

于疾病，通常与季节变化有关，特别是

在夏末秋初，随着天气转凉，人体需要

适应新的气候条件，往往会出现疲倦、

乏力、 不想活动等表现， 而且程度较

轻，随着调整作息、饮食、运动等生活

习惯，身体适应了季节变化，症状会逐

渐减轻或消失，这种疲乏是暂时的。

慢性疲劳：持久性，休息无用

慢性疲劳通常持续 6 个月以上，

而且症状不会随休息而明显改善，可

能伴随睡眠障碍、认知功能障碍、肌肉

酸痛、关节痛、头痛、消化不良等多个

系统不适， 严重时会影响日常生活和

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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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