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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查出的“结节”
一定会发展为癌症吗？？？？？？？？？？？？？？？？？？？？？？？？？？？？？？？

正值第29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肿瘤相关话题成为关注焦点。近些年，不少人在体检
中被查出“结节”，一些人还为此提心吊胆，担心有癌变风险。到底什么是结节？结节一定会
发展为癌症吗？如何防治结节？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结节检出率呈上升趋势

山西太原市民白先生最近做了一次
体检，体检报告显示甲状腺有结节。“一
下就蒙了，不知道结节是个啥。”白先生
找周围人问了一圈，有人说结节没大事
儿，十个人里八个有结节，也有人说结节
一不小心就是癌，得赶快做手术切了。

“好几天心里都不踏实，准备去医院挂号
问一问。”

近年来，像白先生这样查出有结节
的人不少。近日，美年健康集团发布了
其2022年度体检大数据蓝皮书，其中显
示，肺结节检出率达54%、甲状腺结节检
出 率 47% 、女 性 乳 腺 结 节 检 出 率 为
31.5%。爱康集团一份关于武汉市体检
人群的健康报告显示，从2019版到2023

版 报 告 ，乳 腺 结 节 的 检 出 率 增 加 了
12.77%。

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了解到，体检报
告上的“结节”并不是疾病名称，而是一
种影像学的描述性术语，仅仅代表通过
影像检查在身体上看到了“小团块”，而
组织增生、炎症、良性或恶性肿瘤，都可
能是造成“小团块”的原因，近年来结节
的检出率确实呈现上升趋势，但这一现
象存在多方面原因。

“随着现在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
加大，一些人形成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比如晚睡晚起、暴饮暴食、运动不足、睡
眠不好等，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使得
一些结节和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持续上

升。”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山西医院乳腺外科主任齐立强说。

大众体检意识增强也是结节检出率
提升的重要原因。齐立强说，过去人们
大多有了明显症状才去就医，现在随着
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积极
参与体检和癌症早筛，也就有越来越多
的疾病在早期被发现。

此外，检出率提升也与检测水平提
高有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山西
医院胸外科主任廉建红说，近年来CT、
B 超等检测仪器的精密度日渐提高，医
生的经验也不断增长，使得更小的结节
也能被检出。

结节一定会发展为癌症吗？

很多人体检发现结节后，会联想到
癌症，那么结节一定会发展为癌症吗？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记者，只有极少数结
节会被确诊为癌症，绝大多数时候都无
需过于忧虑。一种说法是，在大多数情
况下，结节和癌症之间的距离，就像是小
学生考虑“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这么远。

记者了解到，包括肾、肝脏、卵巢、
子宫在内的各个器官都有可能会发现
结节，但实际检查中，有三大结节最为
常见，分别是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
结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

科主任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山西医院头颈外科主任李德志说，从临
床实际情况来看，B 超检查下来可能有
20%~30%的人会检出大大小小的甲状腺
结节，而在这些检出结节的人群中，最终
确诊为癌的概率可能在2%~4%，“如果刚
开始确诊是良性结节，最后变成恶性的
概率是极低的，一般都不用太担心。”

齐立强表示，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
统计，2020年我国乳腺癌新发病例数约
42万例，而乳腺结节的检出无法实现完
全的统计，但实际来看检出结节的患者
最后确诊为癌的比例非常小，可能 100

个人里有1个或者不到1个。“虽然乳腺
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癌，但是发病率
仍然只有十万分之几十，总体上概率并
不高，不需要过于恐慌。”

廉建红表示，随着检查精度的提升，
越来越多肺结节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发
现，都是比较早期的，没有必要特别紧
张，一般在 8 毫米以下的结节都以随访
观察为主，如果大小或者成分有变化再
做处理。“现在门诊上，我劝病人不做手
术的时间比劝病人做手术的时间还多，
其实从结节发展到癌的比例还是很低
的，不必要谈结节色变。”

结节不可怕
正确预防和治疗是关键

近年来，因其多发性、年轻化，
结节频频登上社交媒体热榜，很多
人关注到情绪对结节的影响，一些
网友留言调侃：“别人生气我不气，
气出结节无人替。”

记者了解到，对于结节的发病
机制，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确，很多
结节和恶性肿瘤的发生都受多重
因素的影响，如遗传、激素水平、饮
食、生活习惯等。多位专家都谈
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疾病
十分重要。“生活规律、注重睡眠、
科学饮食、戒烟戒酒、多多锻炼，让
身体和心理都维持一个比较健康
的状态，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
廉建红说。

定期体检有助于及时发现早
期潜在疾病，便于尽早采取措施。
专家们建议，45岁以上成年人应当
每年做一次肺部 CT 检查，最好是
薄层 CT 扫描；40 岁以上女性每年
做一次乳腺彩超，每两年做一次乳
腺钼靶检查；普通人群最好每年检
查一次甲状腺。

结节和肿瘤的治疗应当交给
专业人士。李德志等专家表示，一
旦体检查出结节，应当首先找一位
专业的医生，让医生来判断结节是
良性还是恶性，应当如何处理，“该
观察的观察，该手术的手术”，在专
业指导下开展相应治疗。

新华社太原4月18日电

●节令之美●

新华社天津4月 18日电（记
者 周润健）“谷雨春光晓，山川黛
色青”，北京时间4月20日16时14
分将迎来谷雨节气。此时节，牡
丹、荼蘼、楝花吐蕊绽放。“谢了荼
蘼春事休”“一信楝花风，一年春事
空”，标志着春天就要离场，夏天即
将登场。

花守时令，应时而开。花是
季节时令到来的信使，所以叫“花
信”，随着花信而至的风，叫“花信
风”。小寒至谷雨阶段共八个节
气，以每五日为一候，共二十四
候。智慧的古人根据大自然的变
化，在每一候内开花的植物中，挑
选一种花期最准确的植物为代
表，对应一种花信，梅花最先，楝
花最后，称之为“二十四番花信
风”。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节日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萧放介绍，谷雨节
气的三番花信为牡丹、荼蘼与楝
花，其中，牡丹名气最大。牡丹因
其国色天香、大气华贵，得到国人
的特别喜爱，被称为“谷雨花”，古
谚有云：“谷雨三朝看牡丹”。

牡丹原本生长在我国黄河、
长江流域等地，人工栽培牡丹大
约在汉代已经开始。隋唐时期，
牡丹作为园艺花卉进入城市生活
并获得显著地位。唐人刘禹锡有
诗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
节动京城。”可见唐人对牡丹的深
挚情感。

宋代时，牡丹走出皇家宫苑，
进入寻常百姓家。明清时期，谷雨
看牡丹是城镇居民的风尚。清代

学者顾禄所撰写的《清嘉录》中记
载，当时无论是豪门望族之家还
是文人雅士的庭院，“植之无间，
即小小书斋，亦必栽种一二墩，以
为玩赏”。

荼蘼和楝花的名气虽然不如
牡丹，但也深受文人雅士们的青
睐，引发他们的无限诗情，自古吟
咏不绝，如“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
晚”“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出
莓墙”“客里不知春事晚，举头惊见
楝花香”“处处社时茅屋雨，年年春
后楝花风”等，不胜枚举。

“楝花谢尽，花信风止，便是进
入绿肥红瘦的悠悠夏日了。‘流水
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在春将尽
之时，大家不妨出门看看，在随雨
落的繁花中与春天作别，迎接初夏
的到来。”萧放说。

20日16时14分谷雨

开到荼蘼花事了 楝花谢后别春风

●星空有约●

据新华社天津4月18日电（记者 周润健）4
月 20 日天宇将上演一次比较特殊的日食——日
全环食，我国海南、广东、福建等极少数地区可见
日偏食。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
婧介绍，同一次日食，如果一部分地区可见日全
食，另一部分地区可见日环食，则称日全环食，又
称“混合食”“复合食”，非常罕见。以 21 世纪为
例，这100年中仅有7次日全环食发生。

今年这次日食的食带很窄，在食带内两端会发
生日环食，在中间是日全食。日食带从印度洋南部
开始，经过澳大利亚的埃克斯茅斯、东帝汶东南部，
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省，在太平洋西部结束。

比较遗憾的是，我国只有极少数地区能看到
被月亮“吃了”一个小边的日偏食，这些地区仅限
于极东南的陆地和岛屿。

“需要注意的是，观看日食时，千万不要用肉
眼直接观测，也不能使用日常的太阳镜或墨镜，要
戴上专门观测太阳的遮光眼镜。即使有专门的眼
镜，也不宜长时间看太阳。”杨婧提醒说。

明日天宇上演日全环食

我国局地可观赏日偏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