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种“病”
其实不宜过度治疗

颈动脉粥样斑块；前列腺钙
化；血常规稍微超标或降低，且
无症状；心律不齐和早搏；生理
性乳腺增生；多数囊肿，且无压
迫或炎症；偶发的转氨酶指标增
高；三类尿常规指标异常；肺部
的钙化结节；不发炎的骨刺；超
声发现的大部分甲状腺结节。

去检查身体，发现检查报告指标不
在正常范围内，甚至有些“字眼”让人心
情忐忑，有些可能并不是病，先别慌！

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眼病，是多因素
导致的慢性眼表疾病，老年群体尤其高
发。干眼症的主要症状是眼部干涩和异
物感，其他症状有烧灼感、痒感、畏光、红
痛、视物模糊和出现黏丝状分泌物等。

老年人干眼症的治疗方法

使用人工泪液：患者需要到正规医院
进行检查确诊，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
工泪液缓解干眼症状。

使用免疫抑制剂滴眼液：可以有效缓
解干眼症状，但因其会产生某些不良反
应，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睑板腺按摩：可在家做或到医院做，
改善睑板腺功能。有高度近视、甲亢或青
光眼手术史者，应到医院由专业医生操
作。

强脉冲光治疗：对改善眼睛干涩有很
明显的效果，但要选择专业的医疗机构进
行治疗。

老年人干眼症的预防措施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睡眠充足，不
熬夜。天气寒冷或刮大风时，尽量不外
出，必须外出时，要戴上风镜或防护眼镜。

角膜、结膜、眼睑等有发炎、过敏、受
伤等症状时，要咨询眼科医生并积极治
疗，切勿自行买药治疗。

饮食要丰富均衡，在日常生活中要吃
些肉、蛋、奶、蔬菜、水果等，蔬菜、水果中
含有多种维生素，能预防干眼症。

有胃肠病、肝脏病的老年人，要及时
检查治疗，使维生素A能很好地被身体吸
收。

要改变长时间连续用眼的习惯，防止
眼睛过度疲劳。

如果出现眼睛干涩不适、看东西模糊
不清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不
要自行用眼药水点眼，以免加重病情。

据《南都晨报》

老年人如何防治干眼症？ 儿童咳嗽要注意三宜三忌！

•颈动脉粥样斑块•
体检报告显示“颈动脉斑块”，很多人

都非常害怕，担心若不管不顾会不会危及
自己健康。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吸烟、
酗酒、运动少等都是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危
险因素。除此之外，随年龄增长，即便没
有上述危险因素，也可能出现颈动脉斑
块。

所以只要斑块不是太大，没有形成颈
动脉狭窄时，可定期复查，无需特别治
疗。这时主要是少油、少盐的健康饮食习
惯和适当的身体锻炼尤为重要，当然对高
血脂病人的降脂治疗和各种危险因素的
控制也是非常重要。

•前列腺钙化•
很多人体检时，看到体检报告上显示

有“前列腺钙化”，就会感到恐慌，不知道
该如何治疗。其实“前列腺钙化”是之前
可能患前列腺炎，康复后遗留下来的疤
痕，对身体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不用过度
忧虑、治疗。

•心律不齐和早搏•
在心脏检查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以下

问题，不要过度紧张，也尽量不要过度治
疗。

（1）偶发的心脏早搏:
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人都会出现心

脏早搏，如果动态心电图评估是属于偶发
的，而且也没有明确症状，多数注意观察
就可以，也不要想着应用药物和其他手
段。

（2）窦性心律不齐:

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显示有“窦性
心律不齐”，本能的反应就是怀疑自己的
心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其实不是。我们
的正常心律叫作窦性心律。窦性心律节
律相对规整，但心跳次数也就是心率在时
刻变化。“窦性心律不齐”是一种正常的生
理现象，它可能和你当时做心电图时的情
绪有关，比如生气、紧张、兴奋，包括服用
某些药物后，都会影响到心律结果，一般
平静休息后可以缓解。儿童、青少年在发
育期也常出现窦性心律不齐，不用特别治
疗，随着年龄增长大多会恢复正常。

•血常规稍微超标或降低，且无症状•
常规检查有个正常的参考值范围，当

血液在检测时这一项显示超过或者降低，
在报告上就会出现“↑↓”。超标或者降
低的值只多（少）一点点，在检验医学上叫
临界值。

血常规检查出现临界值的情况是很
常见的，因为影响血液检测结果的因素很
多，如压脉带使用时间、血液采集的部位、
保存方式及送检时间等，性别、年龄、种
族、居住地的海拔高度，甚至是季节的变
化都能对参数产生干扰。

同时，空腹血糖增高、高血脂、高尿酸
等生化指标异常同样会对血常规的检测
产生一定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指标只
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且没有任何症状的
情况下，医生就会认为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自己的确有一些不舒服的
症状，即使检测结果与正常参考值的差距
比较小，也可能是疾病早期的提示。

•偶发的转氨酶指标增高•
转氨酶是十分敏感的指标，服用某些

药物、饮酒、熬夜或剧烈运动等都会引起
转氨酶升高，在停药或休息后，转氨酶可
恢复正常。

但如果转氨酶持续增高，就要怀疑是
肝胆疾病问题，需进一步检查。

•三类尿常规指标异常•
（1）尿胆原阳性：喝水少可能异常
尿液浓缩，尿色深黄，就会出现尿胆

原阳性。例如喝水很少时，早晨第一次排
尿，颜色都会比较深。如果同时胆红素也
是阳性，需要查血液的胆红素水平，排除
肝胆胰腺疾病。

（2）尿比重偏高/偏低：喝水不足或
过多可能异常
尿比重反映了尿液的浓缩程度。出

汗很多、喝水不足时，可能会出现尿比重
大于正常值，即假阳性；反之，大量饮水
后，尿液得到稀释，尿布中则可能低于正
常值，出现假阴性。

（3）尿酮体阳性：饥饿可能导致异常
酮体是脂肪分解代谢的产物，正常在

尿中应是阴性，在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
的尿液中则会出现阳性。但是，如果不存
在尿糖阳性，体型瘦，体检前没有吃饭，饥
饿也可能导致尿酮体阳性。

•肺部的钙化结节•
CT 报告中肺结节样钙化灶、钙化结

节、陈旧增殖灶等，都是疾病恢复后遗留
的一种疤痕，大多数由于既往的肺结核或
肺部感染所致，并不会影响肺功能，也不
会发生癌变，一般不需任何处理。

•生理性乳腺增生•
在体检中，很多女性都会有“乳腺增

生”的问题。临床上的乳腺增生多为生理
性乳腺增生。生理性乳腺增生主要与内
分泌紊乱以及不良情绪有关，乳房会随着
月经周期发生周期性乳房胀痛，一般可随
着患者的自我调节而自行消解，无需治
疗。

仅部分病理性乳腺增生有恶变可能
（有一小部分乳腺增生与乳癌有关联，但
这个比例大概不到5%。）

养成乳腺自查和关注以下这 2 个症
状：

①月经后，乳腺胀痛并没有减轻，甚
至疼痛越来越重。

②胸部可以摸到持续存在的小块，月

经后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硬，这时要及
时就医。

•大多数囊肿，且无压迫或炎症•
囊肿是一种良性包块，有的单独一

个，也有多个的，一般来说对健康没有多
大影响，查出也不必过于紧张。只要囊肿
没有对周围器官造成压迫症状、器官功能
障碍或发炎感染等，基本不需特殊治疗。
如果肝、肾囊肿过大，可能压迫邻近器官，
引发不适症状，则需积极治疗。如出现并
发症，像囊肿破裂、囊内出血等，需进行外
科手术治疗。

不少人通过体检查出“肝囊肿”，感觉
特别害怕。其实肝囊肿大多是先天性的，
发病率较低，且不会影响肝功能，只要囊
肿不超过5厘米，且没有导致身体不适、出
现一些临床症状，就不需要药物或手术治
疗。只需要定期随诊，观察其大小变化即
可。

宫颈囊肿多为良性，大多数是由慢性
炎症引起的，发生癌变的概率很低，一般
无需治疗，定期复查即可。

•不发炎的骨刺•
骨刺其实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性的反

应，就是身体在老化过程中，因为受力的
不均匀，使局部的骨头受刺激不均匀，从
而导致了骨刺的发生。只要不发炎，骨刺
其实是对身体的一种保护性装置，这时可
以完全不用理睬它。

就算已经长了骨刺，还是要努力延缓
关节的衰老。减少有害动作，有一个九字
原则就是要活动、省着用、不逞强。不要
特意去爬山爬楼，挑战自己。

不过，如果在一些外力或寒冷或局部
炎症刺激等情况下，身体软骨被破坏了，
有的骨刺可能就会疼。这时一定要及时
就医，让医生来处理。

•超声发现的甲状腺结节（大部分）•
近年来，体检时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

数逐年增长，尤其是女性多于男性，并随
年龄增长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甲状腺结节是良性，且一般无明显身
体症状。如果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描述是
实性、微钙化、极低回声、边缘模糊、就需
要引起重视，需要根据医生建议及时就
诊。

据央视

咳嗽是儿科门诊最常见的就诊原
因，咳嗽期间孩子的饮食注意事项也
是家长最常关心的话题。总的来说，
孩子咳嗽期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
主，可以概括为“三宜三忌”。

宜多喝水。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稀释呼吸道的分泌物，利于孩子咳出痰
液。平时一定要让孩子多喝水，首选温
开水。

宜喝山药粥。山药具有健脾养胃、
益肺止咳的功效。孩子咳嗽了，可以煮
点山药粥，山药可以切成块状也可以切
片状，米可以选择大米、小米或者粳米，
粥煮好之后再搅拌下即可。

宜食清淡食物。孩子在咳嗽期间，
消化功能有所减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食欲下降，吃清淡食物不会加重肠胃负
担。清淡食物指的是少油、少糖、少盐、
不辛辣的饮食，也就是口味比较清淡的
食物。

忌寒凉食物。当孩子咳嗽时，一定
不要让他们食用寒凉食物，比如冷饮
等。从中医角度看，人体只要一受寒，
就容易导致肺脏受到伤害，出现咳嗽症
状。

忌油腻辛辣食物。油腻辛辣食物
会导致患儿咳嗽症状更加严重，也会导
致痰液增加，并且痰液较为黏稠，不容
易被咳出。另外，油腻辛辣食物也不利
于消化，对咳嗽期间孩子的虚弱胃肠道
来说，并不适宜。

忌鱼腥虾蟹。如果孩子咳嗽有痰，
那么鱼腥类的食物也不能食用。主要
是因为鱼腥类食物有一种特有的腥味，
会对患儿呼吸道产生刺激，进而导致咳
嗽症状加重，痰液变多，不利于治疗。
海鲜类食物也会让一些过敏体质的孩
子食用后发生过敏反应，对于一些过敏
性咳嗽的孩子来说，就是雪上加霜。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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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体检报告把自己吓病了！
出现这几种“病”，其实不宜过度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