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肺结节

健康话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在自己体检报告上发现了一个问题：显示有肺结节。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啥！什么是肺结节？难道是肺癌？我是不是得癌症了？平常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到底什
么是肺结节？它有哪些症状表现？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6月15日，记者采访了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蒋飞，请他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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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开展2023年慢性病
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培训

本报讯（记者 王灿 通讯员 赵泽旭）为
顺利开展 2023 年合川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
素监测工作，掌握我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等
相关指标，了解我区居民健康状况，规范开展
体格检查与问卷调查工作，近日，我区开展了
2023 年合川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培
训。南津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云门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渭沱镇卫生院、沙鱼镇
卫生院相关负责人及参与项目实施的相关工
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共计33人参加了此次
培训。

培训中，区疾控中心负责人对2023年合
川区慢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工作进行了
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对《2023 年合川区慢性
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
解读，同时阐述了此次项目的重要意义，并对
此次项目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对《2023
年合川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实施方
案》的系统使用及质量控制等进行了讲解。

本次培训让项目各调查点的工作人员明
确了自己的任务和要求，掌握了工作开展的
方法和技巧。他们表示，将会认真做好我区
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的居民宣导、调查
对象的预约、集中现场调查、各调查数据及实
验室检测数据的收集和保存等工作，为顺利
完成合川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项目工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日，家住草街街道枫木村的王女士在
年度体检中发现自己患上了肺结节，王女士
有些诧异：“我去年都没检查出肺结节，怎么
今年突然就有了？这个肺结节危不危险啊？”
医生告诉她，根据体检报告来看，她的肺结节
属于低危结节，不用过于紧张，定期随访就可
以了。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肺结节的危险
性？肺结节患者又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吗？一起来看看蒋飞怎么说。

肺结节有良性恶性之分
首次筛查出的肺部小结95%以上为良性

“肺结节，影像学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3
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密度增高的实性或亚
实性肺部阴影，可为孤立性或多发性，不伴肺
不张、肺门淋巴结肿大和胸腔积液。”蒋飞
说。根据肺结节大小不同，可将直径小于5毫
米的结节称为微小结节；直径5～10毫米的结
节称为肺小结节；直径11～30毫米的结节称
为肺结节。根据胸部CT判断是否存在磨玻
璃密度成分，又可将肺结节分为纯磨玻璃结
节、实性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

早期肺结节一般无明显症状和体征，如
果结节不断发展，患者可能会出现呼吸不畅、

胸闷气短、睡觉时易被憋醒、咳嗽频繁、肺部
损伤导致咳中带痰甚至咳血、乏力发虚汗、身
体疲惫、出虚汗、食欲下降、味觉退化等症状。

部分患者对肺结节的了解不多，蒋飞说，
他偶尔会遇到患者拿着体检报告来问：“我这
个肺结节是不是肺癌呀？”其实，肺结节可以
分为良性结节和恶性结节。其中，良性结节
是指非恶性肿瘤引起的肺结节，如肺部长期
受吸烟、空气污染等影响所致的炭末沉着；结
核或其他炎症，或者胸部曾受过外伤，引起肺
部淤血的后遗征象；肺部良性肿瘤等引起。

恶性结节又分为早期肺癌（如腺癌或原
位腺癌），以及由其他部位恶性肿瘤转移至肺
部形成的肺部转移瘤。一般来说，恶性结节
的恶性程度是肿块>半实性结节>磨玻璃结节
>微小结节，毛刺征、胸膜凹陷征、血管穿行
征、空泡征等都是危险征象。

蒋飞说：“首次通过体检或肺癌筛查项目
做胸部CT发现的肺部小结，95%以上都为良
性。根据肺结节的大小来看，直径小于5毫米
的小结节，其恶性的可能性小于1%，不用过于
紧张和担心，定期做CT检查观察它的变化情
况即可。5～8毫米的肺结节，恶性概率在2～
6%之间；8～20 毫米的肺结节，恶性概率在
18%左右。超过20毫米，即2厘米以上的肺结

节，恶性概率会明显增高，可高于50%。但即
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恶性的。”

良性肺小结节一般不需要临床干预
预防肺结节定期筛查很重要

部分患者体检出肺结节以后，总会担忧
肺结节会不会长大？需不需要吃药或者手术
治疗？蒋飞介绍说，良性的肺小结节一般不
需要临床干预，更不需要外科手术处理。部
分结节患者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抗炎治
疗。针对胸部CT首次发现的肺部炎性阴影
的肺小结节可以考虑进行抗生素治疗5-7天
或7-10天，有明显炎性表现的肺结节阴影抗
炎治疗可延长为2周，之后过1-3个月再次复
查胸部高分辨CT看肺部结节是否已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肺部陈旧病变，特别
是高密度的钙化结节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陈
旧性病变的结节通常在胸部CT上表现为钙
化、密度高，这类结节往往就是岁月在肺上留
下的痕迹，就和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头发一
样，不需要处理。

目前，针对肺结节最常见的手术方式是
肺部分切除，包括肺楔形切除或解剖性肺段
切除术。但无论是肺楔形切除，还是解剖性

肺段切除，都会影响病人的肺功能，因此需要
严格考虑手术指征及切除方式，尤其是针对
有基础病的老年患者。

患上肺结节之后，定期随访很重要，蒋飞
告诉记者，一般肺结节患者在第一年内，每3
个月做一次肺CT；超过一年以后，没有异常
者可调整为半年做一次肺CT；大多数结节在
两年内未观察到明显生长，一般可视为良性
或低度恶性；随访期间如果结节有明显变化，
再根据病情调整方案。

如今，肺结节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人们的重
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如何预防肺结节成了社会
上广泛关心和讨论的话题。蒋飞建议，高危人
群，如吸烟或长期接触“二手烟”污染者，长期从
事接触煤炭、石油、化工、水泥等粉尘、毒气、辐
射者，既往有慢阻肺、弥漫性肺纤维化、肺结核
等肺部疾病史者，居住在空气污染严重地区或
经常接触，有肿瘤家族史，特别是有肺癌家族史
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家庭厨房油烟者，应定期
筛查。此外，我们还应尽量远离各种环境职业
致癌因素；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习惯；
远离癌症性格，如长时间爱生闷气、性格郁闷或
急躁爱发脾气等；调整好生活的节奏，保持规律
的作息、均衡的饮食，避免过度劳累和熬夜，并
定期锻炼，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体检发现肺结节 科学对待莫纠结
○记者 王灿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7月4日，重庆合川
宏仁医院党支部开展 2023 年“红七月·送健
康”家访慰问活动。党员专家志愿者先后去
到合阳城街道辖区内的四户困难群众家中走
访慰问，了解困难群众家庭的实际困难，为他
们送去温暖和关怀。

当天下午，党员专家志愿者一行来到
合阳城街道利川社区 4 组困难党员李建明
家中。今年 77 岁的李建明有着 58 年党龄，

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综合症和腿疾。慰问组
将慰问金和慰问品送到他的手中，详细了
解了他和家人的身体、生活情况。现场为
他和家人做了血压和血糖检查，给予诊疗
意见，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早日渡过难
关。

合阳城街道将军路社区的困难群众王志
成，因前年检查为肝癌中期，因病致贫。在
王志成家中，党员专家志愿者送上慰问金和

慰问品，现场为王志成进行病情检查。“我
是重庆合川宏仁医院的医生，以后有什么需
要可以打我的电话。”重庆宏仁医院普外科
主任唐先斌将自己的联系卡送到王志成手
中。嘱咐王志成要注意保重身体，保持良好
的心态，治疗上医院会积极予以帮扶，帮助
他战胜病魔。

当天，慰问组一行还走访慰问了合阳城街
道营盘街社区困难群众米贤俊和较场坝社区困

难党员秦文礼，为他们送去了温暖和关怀。
据重庆合川宏仁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胡冶凌介绍，医院党支部成立了党员专家志
愿者服务队，坚持每月两次进乡镇（街道社
区）为群众进行义诊、家访服务。行医一方，
造福百姓。医院将一直致力于打造“让老百
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品牌医院”，为老百
姓排忧解难，全力满足地区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康需求。

宏仁医院党支部

组织“红七月·送健康”活动 家访慰问暖人心

我区开展结核病
防控工作培训
本报讯（记者 王灿 通讯员 向洋）为做

好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进一步规范学校结
核病筛查和疫情处置工作，减少学校结核病
疫情发生，全面提升学校结核病防控质量，7
月7日，区教委联合区疾控中心开展了合川
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培训。区教委中小
学卫生保健所、各镇街学区办、各高完中和
在合高校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培训中，区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科负
责人就目前我区学校结核病疫情形势，近
三年的新生入学，高二、高三学生体检及
密切接触者筛查等情况进行了通报，对学
校结核病日常防控及疫情处置工作要点
进行解读，并重点强调了结核感染筛查的
范围、方式、流程和重要性，以及结核菌潜
伏感染者的预防性治疗和医学观察等干
预措施。区教委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相关
负责人对学校结核病日常防控和疫情处
置工作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部署。

本次培训为进一步提升我区的学校
结核病筛查质量、更好地推进学校结核病
防控工作、早日实现无核校园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又讯（记者 王灿 通讯员 江莉娜）为
实现 2035 年终止结核病流行的目标，进一
步推动我区百千万志愿者提升行动工作，
6 月 15 日，区疾控中心对重庆人文科技学
院“南丁格尔志愿宣讲团”和“防治结核志
愿宣讲团”开展了结核病防控知识宣传能
力培训。

培训中，区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科工
作人员向志愿者宣讲了什么是结核病、结
核病的发病和危害；面对老年人、儿童、糖
尿病患者、HIV 感染者等特殊群体如何进
行宣传；同时对中国志愿服务网的平台操
作流程做了详尽地介绍，解答了志愿者们
提出的问题。

培训结束后，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和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的防治结核志愿宣讲
团的核心成员在校图书馆外开展了结核
病防控知识宣讲，现场为师生发放了印有
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品。

此次活动通过培训和志愿实践相结
合的方式，让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的志愿者
们更深入地了解到结核病的防控知识和
宣传技巧，为后期更好地开展百千万志愿
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提升行动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为进一步推进区
域内脑血管疾病救治领域关键技术与医疗服
务水平提升，积极响应、落实国家“百万减残
工程”，强化脑血管疾病早期救治，7月13日下
午，由重庆市卒中学会、重庆市卒中学会青年
工作委员会、重庆市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合川医学会主办，合川区人民医院承
办的重庆市合川区“脑卒中防治三江减残工
程”启动会暨培训会举行，专家教授和一百多
名医疗卫生服务者齐聚一堂，共襄学术盛宴。

“急性卒中是导致死亡和长期残疾的主
要原因之一，严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我国尤
其面临着沉重的卒中负担。减少院前延误是
改善脑卒中患者预后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下
的研究热点方向。”重庆市卒中学会副会长、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张莉莉在启动会上表示，
合川区启动“脑卒中防治三江减残工程”，是
对国家“百万减残工程”的积极响应和落实，
具有很好的超前意识，是一项惠济民生的项
目。

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李辉介绍，2021
年，区人民医院通过国家卫健委“综合防治卒
中中心”评审，宏仁医院通过“防治卒中中心”

评审。我区目前已具备溶栓条件的医院有5
家，具备介入取栓条件的医院有2家。希望各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高度重视，根据目标制订
适合本单位的实施方案，虚心学习、寻找短
板、持续改进，力争把“脑卒中防治三江减残
工程”做成我区一张打得响、拿得出的惠民品
牌，更好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据了解，2021年12月区人民医院成功通
过国家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委员会“综合防治
卒中中心”的评估验收。2022年该院卒中中
心累计开通脑卒中绿色通道940人次，静脉溶
栓240例，动脉取栓129例。“区人民医院将以
此次会议为契机，在区卫生健康委的坚强领
导和帮助下，与区域内兄弟医院携手共进，共
同建设卒中防治网络，持续优化卒中救治流
程，助推卒中学科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健康合
川作出更大贡献。”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罗斌
表示。

“什么是脑卒中？”“脑卒中的诊断流程是
什么呢？”“脑卒中评估的方法是什么呢？”培
训会上，来自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重庆市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合川区
人民医院的专家教授围绕急性脑卒中的诊断

与救治相关主题，用丰富的理论实践知识和
案例为现场人员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为大
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下一步，希望通过“脑卒中防治三江减残
工程”，将“大众科普+精准识别+高效转运+

科学救治+积极康复”的全流程联动工作机制
精准实施，依靠各方力量，把脑卒中早期筛
查、急诊干预和康复工作做好，助力实现百万
减残工程，不断提高脑血管病诊疗水平，推动
合川区脑卒中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合川区“脑卒中防治三江减残工程”启动暨培训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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