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肺结节是医学影像学的一种
术语，指影像学表现为直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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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伴有肺不
张、肺门淋巴结肿大和胸腔积
液。报告上的肺结节是一种客观
描述，不是一种疾病的诊断，更
不能代表就是肺癌。

肺结节的分类有哪些

直径<5毫米的肺结节，定义
为微小结节，在基层医院就可以
诊治；直径为5毫米至10毫米的
肺结节，定义为小结节，可在有
诊治经验的医院诊治；直径在10
毫米至30毫米的肺结节，应尽早
去大医院请有经验的专家进行诊
治。

根据胸部CT判断是否存在磨
玻璃密度成分，可将肺结节分
为：纯磨玻璃结节（PGGN）、实
性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PSN）。

肺结节是怎么形成的

杂质：人体吸入的肺部无法
排出的有害颗粒，沉积在肺内形
成了结节。

炎症：肺部炎症引发的病灶
或瘢痕。

良性肿瘤：由于一些原因，
肺组织细胞发生异常增殖。多数
不会对身体带来更多影响。

恶性肿瘤：细胞和组织发生
癌变，威胁人体健康和生命。尤
其是吸烟者，肺癌的发生率明显
增高。

很多肺结节无明确病因。

肺结节的预防

除了炎症所致的肺结节可以
抗炎治疗外，一般肺结节没有特
殊药物治疗。肺结节的形成有各
种各样的原因，大多与吸烟、职
业环境、电离辐射、感染、遗
传、大气污染相关。预防肺结节
形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保
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作息
规律。在高危职业环境作业时，
佩戴口罩和防护面具。适当参加
户外运动，积极锻炼身体，保持
良好心态。定期到医院检查肺部

CT，早诊断、早治疗。

肺结节的随访观察

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疾病的健
康人来说，建议在30岁至35岁
做一次肺部CT。如果肺部CT完
全正常，可5年以后再检查。对
于40岁以上的人群，肺部CT提
示有小结节的，专业的医生会根
据影像学特征、生物学特点、患
者的临床风险评价给出随访建
议。复查的频率可分为3个月、6
个月、每年复查。若结节有生长
变化，则容易发生恶变。

市六院提供

■专家链接

孟玉红，市六院 （市心血管
病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兼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
师，河南省呼吸学会睡眠障碍分
会常委、间质性肺疾病分会常
委、呼吸重症精准医学分会常
委，河南省呼吸重症学组委员，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呼吸分会委
员，市呼吸学会副主任委员，市
重症分会常委，市老年分会委
员。她曾获市级科技成果奖 7
项，先后被评为漯河市医德标
兵、巾帼建功标兵、优秀抗疫医
师等。她擅长各类肺炎、支气管
哮喘、慢阻肺、肺癌、肺心病、
胸腔积液、间质性肺病、阻塞性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诊
疗以及大咯血及急慢性呼吸衰
竭、心力衰竭的抢救，熟练开展
肺功能测定、睡眠呼吸监测、电
子支气管镜、有创无创呼吸机技
术等。

肺结节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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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 田
晓航 顾天成）每年4月的最后一周是世
界免疫周。作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
医药学对“免疫”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
解，正在当下国人的保健中发挥越来越积
极的作用。

《黄帝内经》提到“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
科主任医师唐今扬介绍，人体“正气”充
盛，功能发挥正常，可以免受病邪侵入而
保持健康；“免疫”是指机体对外来的病
原微生物具有抵抗力，不患特定的传染或

感染性疾病。这就与“正气”的概念十分
贴合。

中医药学认为人体“正气”来源于先
天的禀赋与后天的滋养，两者缺一不可。
这也可以理解为遗传因素与饮食、情绪及
环境等因素对人体“免疫”功能都具有重
要的影响。

“如果先天禀赋不足，则罹患疾病的
风险增加。因此，更需要注重顺应自然与
人体的规律而进行后天的调整。调整并非
一味进补，而是要做到‘食饮有节，起居
有常，不妄作劳，精神内守’。”唐今扬

说，如果暴饮暴食、偏食挑食，或经常透
支熬夜、思虑过度等，都可能导致免疫力
下降，让病邪乘虚而入。

中医药学认为“春夏养阳，秋冬养
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内
科主任医师王国玮说，春夏之时，自然界
阳气升发，人们应保护体内阳气，使之充
沛旺盛；秋冬之时，万物敛藏，此时要收
藏体内阴精，使精气内聚，以润养五脏。

“法于阴阳，按照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生
活，才不易生病。”王国玮说。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推动优质中医

药资源下沉，大力普及中医药养生保健理
念和方法，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和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

“学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正在成
为更多人的健康习惯和文化自觉。”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指出，根据十部
门联合印发的《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十四五”行动计划》，到2025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将
实现全覆盖，群众“家门口看中医”不仅
更便捷，也会更舒心。

世界免疫周：中医教你“扶正气”

药如手中利刃，是控制哮喘的重要武
器，不可轻易舍弃。哮喘治疗药物分为控
制性药物和缓解性药物。前者需要每天使
用，后者按需使用。哮喘患者需要密切
配合医生，长期自我监测，坚持规律使
用药物，定期就诊，可随身携带治疗哮
喘急性发作的药物，如沙丁胺醇、特布
他林。医生会根据病情调整治疗哮喘的
药物。必要时，哮喘患者应到急诊室或
住院治疗。

哮喘患者用药大多为喷雾剂。哮喘患
者要掌握喷雾剂的正确使用方法，否则既
浪费药物又降低疗效。可参考说明书了解
喷雾剂具体使用方法，或在网上搜索相应
教学视频，也可以咨询医生或护士。总
之，哮喘患者使用喷雾剂过程中要深吸

气，尽可能憋住气，缓慢呼气。
在哮喘急性发作时，几乎所有的哮喘

患者都会积极配合治疗。一旦症状缓解，
一些哮喘患者便以为病好了而擅自停药。
事实上，哮喘“顽固而狡猾”，发作间歇
期也可引起气道结构改变，破坏肺功能，
甚至影响心脏功能。哮喘患者坚持长期、
持续、规范使用控制性药物，能达到控制
哮喘的目的，限制哮喘发作。

哮喘患者治疗期间一定要定期复查。
医生会评估哮喘的控制情况，调整药物的
种类和剂量。哮喘患者千万不要擅自停药
或减量，为哮喘急性发作提供机会。

总之，只要哮喘患者学会自我管理，
实现哮喘不扰就不难。

临颍县人民医院 高 丽

控制哮喘 规范用药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 4月 18日
至21日，由河南省心电学会、郑州市心
电生理与起搏学会主办，河南省人民医
院承办的2024心律失常的心电图与电生
理专题研讨会、河南省第二届起搏心电
图专题研讨会暨全科医师心血管疾病
诊治新进展学习班在郑州举办，邀请
郭继鸿、卢喜烈等专家进行授课、点
评，表彰 2023 年河南省心电学会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其中，市中医院心
电图室被授予“河南省心电学会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

4月19日上午，由河南省人民医院

心功能科主任、主任医师徐金义，河南
省人民医院心功能科主任医师杨丽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医师张强等主编，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现代实用心律失常心电图》新书发
布会成功举办。市中医院心电图室负
责人王向涛担任这本专著编委。4月19
日下午，河南省心电学会首届心电心
音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王向涛
主持。

近年来，市中医院着力提高心电诊疗
水平，推动医院心电技术向好发展，更好
地服务群众。

市中医院心电图室
被评为河南省心电学会先进集体

本报讯（记者 熊勇力）近日，中原
食品实验室2024年度科学家大会在我市
举办。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轶代
表该院与中原食品实验室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市中医院将与中原食
品实验室共同深入挖掘中医药产业链潜
力，助推全市食品产业和中医药事业高质
量发展，达成“1+5”（建强1个基地：中
原食品实验室-漯河市中医院成果转化基

地；打造5个中心：中药制剂研发推广中
心、中药煎配中心、中药膳食研发推广中
心、中药药妆研发推广中心、中医药衍生
品研发推广中心）战略合作。双方通过紧
密友好合作，建立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助力我市食品产业在营
养健康、食药同源、未来食品三大主攻方
向上实现新突破，助推我市中医药事业在
科技、人才、产业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
展。

市中医院与中原食品实验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健康素养是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则是反映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一项综合
性评价指标。

记者 24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
解到，2023 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 达 到 29.70% ， 比 2022 年 提 高 1.92
个 百 分 点 ， 继 续 呈 现 稳 步 提 升 态

势。
根据监测结果，6类健康问题素养

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
59.33%、科学健康观素养54.71%、健康
信息素养 41.05%、慢性病防治素养
30.43%、基本医疗素养28.84%和传染病
防治素养28.02%。

新华社发 王 琪 作

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
治疗2型糖尿病的药物司美格鲁肽

现在也被用来帮助不少肥胖症患者减轻
体重。但相关研究显示，这类药物在停
用后容易出现体重反弹，人们需要在停
药后继续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并关注后续
体重变化，如果体重明显反弹可能要恢
复用药。

专家介绍，肥胖症是一种慢性疾

病，需要长期治疗，而医生能做的只是
改变患者身体状态，目前还无法治愈这
种病。专家建议，人们在停药后应持续
关注食欲和体重变化，保持健康饮食习
惯、锻炼身体等。同时，研究人员也应
关注患者达成预期的体重目标后他们身
体的变化情况。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一些减肥药停药后体重易反弹

慢性胃炎是指胃黏膜发生慢性炎症的
一种疾病，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慢性胃
炎的症状因个体差异和病情轻重而异，但
通常包括上腹部疼痛、有饱胀感、恶心、
呕吐、食欲减退等。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
泛酸、嗳气等消化不良的症状。这些症状
可能会反复发作，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
工作。

在诊断慢性胃炎时，医生通常会结合
患者的病史、症状和体征以及相关的实验
室检查结果来进行综合判断。胃镜检查是
诊断慢性胃炎的重要手段。通过胃镜可以
直观地观察胃黏膜的病变情况，还可以取
活体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以明确诊断。
此外，幽门螺杆菌检测也是慢性胃炎诊断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呼气试验、血清

学检测等方法，可以明确患者是否感染了
幽门螺杆菌。

慢性胃炎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
病，不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可能带
来长期的健康隐患。因此，预防慢性胃炎
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

预防慢性胃炎要注意以下几点：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应保持定时定量的饮食习惯，避免过
度饮食或暴饮暴食，以免给胃部带来过大
的负担。同时，食物的选择也至关重要。
应多食用新鲜、富含营养的食物，如蔬
菜、水果等，这些食物富含纤维和维生
素，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维护胃黏膜的

健康。此外，尽量避免食用油腻、辛辣、
生冷等刺激性食物，以免刺激胃黏膜，引
发炎症。

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

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
劳累，这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和免
疫功能。同时，适当运动也是必不可少
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胃肠道
的蠕动功能，有助于预防慢性胃炎的发
生。

此外，戒烟限酒也是预防慢性胃炎的
重要措施。烟草和酒精都会对胃黏膜造成
损伤，长期吸烟饮酒会增加患慢性胃炎的
风险。

注重心理健康

应学会调整心态，保持心情愉快，避
免过度焦虑和紧张。当遇到压力时，可以
尝试通过运动、冥想、听音乐等方式来缓
解压力，保持身心的平衡。

定期体检

通过体检，我们可以及时发现身体的
异常情况，如幽门螺杆菌感染等，从而采
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治疗和预防。因此，
建议大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体检，确保身
体的健康。

据《大河健康报》

预防慢性胃炎 饮食注意定时定量

走路久了容易累？运动后足
麻足痛？你可能有扁平足！扁平
足是由于某些原因使足骨形态异
常、肌肉萎缩、韧带挛缩或慢性
劳损，造成足纵弓塌陷或弹性消
失所引起的疾病。

扁平足的患者在长途行走、
奔跑时易疲劳，长时间运动容易
压迫足底神经出现足麻、足痛等
症状。儿童及青少年扁平足易出
现扁平外翻足、X型腿、功能性
短腿、足底筋膜炎、跟腱炎等症
状。

怎样预防和改善扁平足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
四科（创伤骨科、正骨科）副主
任王斌建议，不妨试试5个简单
易学的动作。

足底滚球

站立或坐在椅子上，一只脚
支撑保持平衡，另一只脚把球踩
在脚底，前后滚动按摩足底的大
块肌筋膜，重复 20 次至 30 次
为1组，每次做3组，每天3次。

这个动作能帮助唤醒足底筋
膜、促进肌筋膜内新陈代谢、放
松足部。

脚趾抓毛巾

足跟着地，用脚趾抓起物

件，如毛巾、纸巾等，坚持5秒
后放下，重复10次为1组，每次
做3组。这个动作能够强化足部
小肌群，帮助改善肌肉力量、足
弓发育。

短足训练

脚平贴地面，以大脚趾为
首，连同其余四趾向地面压，将
脚趾与足跟的距离缩短，感觉到
足弓的紧缩和抬高，坚持10秒，
重复10次为1组，每次做3组。

短足运动锻炼的是足弓，通
过激活足部肌肉维持和改善足部
功能。

踮脚

站立，脚尖点地，踮脚，身
体向上提，保持10秒后缓慢碰地，
重复20次为1组，每次做3组。

踮脚训练能够增强小腿和足
底肌肉力量和身体协调性，改善
走路姿势。

伸展小腿

双手扶墙，前腿屈膝，后腿
伸直，身体慢慢向下压，直至小
腿感到拉扯，维持10秒，重复做
10次。这个动作可以舒缓小腿及
足部疲劳。 据《广州日报》

预防改善扁平足
试试这5个动作


